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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 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1 显示

年龄超过 (( 岁人群的慢性病粗发生率高达 M%+Mc%

慢性病虽不像重大疾病那样直接致命! 但由于药物

依赖性强+ 治疗时间久等特征! 其费用管控难度和

成本较大! 容易给家庭和社会带来长期负担-* '".

%

因此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和健康风险因素干预

为重点的健康管理模式日渐受到人们重视-$.

% 近年

来由于大数据挖掘+ 智能推荐等技术兴起! 用户画像

逐渐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 使高效率+ 高质量的个性

化健康管理服务成为可能-M.

% 其基本思路为) 首先通

过筛选+ 提炼主要健康特征对用户人群进行标识分

类! 俗称 &打标签'! 由此形成不同体征群体的用户

画像$ 然后运用推荐算法建立用户画像与健康知识内

容的匹配关系! 为具有差异化健康需求的人群提供个

性化+ 精细化的管理服务% 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的应

用不仅为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提供有利条件! 甚至很

有可能从服务形式+ 干预手段+ 用户意识等方面重塑

健康管理生态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研究基于用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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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智能健康管理模式设计与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社会价值%

#"健康管理概念溯源与核心问题

#$!"概念与内涵

健康管理的概念由 "# 世纪 %# '2# 年代的美国

正式提出-".

! 在慢病医疗费用急剧增加的形势下!

美国保险业开始呼吁人们注重健康保养和疾病预

防! 以期降低 &出保' 概率% 随后英国以及一些欧

洲发达国家也开始积极效仿和实施% 健康管理的理

念在我国古已有之! 现代健康管理理念 "# 世纪 ,#

年代末进入我国萌芽发展% 早在前秦时期 0黄帝内

经1 便记载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

治未乱'% 唐代孙思邈也在 0千金方1 强调 &上治

未病! 中治欲病! 下治已病' $ 级预防思想% 随着

"#*% 年 *# 月国务院 &健康中国 "#$#' 规划的提

出! 健康管理服务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健康管理是一种前瞻性的健康服务模式! 与中

医所提倡的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和病后康复的思想

不谋而合% 目前比较受各界认可的定义如下-(.

) 健

康管理是对个体+ 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风险因素进

行监测+ 分析+ 评估与预测! 通过健康咨询和指导

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全过程% 事实上很多疾

病可以通过科学干预达到预防效果! 有效的健康管

理可以实现改善用户健康水平+ 减轻国家医保压力

的双重目标% 传统的健康管理通常来说可分为 (

步) 第 * 步! 收集用户群体的健康数据! 如体检报

告结果等$ 第 " 步! 评估用户群体的健康状态及风

险因素$ 第 $ 步! 筛选出需要进行干预的用户群体

并制定相应健康管理方案$ 第 M 步! 执行健康管理

方案! 通常以线下健康讲座或专家咨询等集中干预

形式帮助用户改善生活方式$ 第 ( 步! 跟踪+ 随访

用户群体的健康状态改善情况%

#$#"核心问题

传统的健康管理虽然在促进人们健康意识等方

面取得一定效果! 但在实际改善健康水平上却收获

甚微% 其关键在于两大核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一

是健康管理需要用户长期性的自控和努力! 坚持良

好的饮食+ 睡眠和运动习惯! 而以往的健康管理方

式很难切合用户个性化的真实需求! 无法实现持续

性健康管理% 如肠胃不好的用户尽管在聆听专家讲

座时了解到用餐细嚼慢咽对保护肠胃的重要性! 但

讲座结束后若没有持续性的健康服务投入便可能迅

速遗忘不再注意% 二是健康管理从健康咨询指导到

健康改善成果的转换需要用户的实际行动参与% 传

统健康管理无法观测用户的健康自控行为! 缺乏对

用户健康生活的有效激励! 难以达到预期提升健康

水平的效果% 沿用上述例子! 由于快速吃饭与肠胃

病没有必然联系 (或关联概率较低*! 在用户认知

中周围许多用餐快的人肠胃也很好% 因而部分用户

最后将选择漠视专家指导! 仍然保持快速用餐行

为% 传统健康管理便止步于健康知识科普的形式干

预! 无法真正转化成用户健康改善的实际效果%

#$%"智能健康管理

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会产生与之相匹配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 大数据挖掘+ 用户画像+ 智

能推荐等技术兴起使得高效率+ 高质量的个性化智

能健康管理服务成为可能% 同时从服务形式+ 干预

手段+ 用户意识等方面重塑健康管理生态链% 如果

说传统健康管理是对用户进行线下集中干预的被动

控制! 那么智能健康管理可以说是用户追求线上个

性化服务的主动健康% 基于此! 本文所说的智能健

康管理指以用户体检及医疗记录信息为基础! 实时

采集体征数据为依据! 运用大数据挖掘+ 用户画像

等新技术对用户健康状态及风险因素进行监测+ 分

析+ 评估+ 预测! 通过线上或移动终端提供健康咨

询+ 提醒+ 指导等服务形式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持

续+ 全生命周期干预的过程%

%"智能健康管理技术基础

%$!"电子病历$$$集成用户健康大数据

"#*# 年原卫生部发布的 0电子病历基本规范

(试行*1 明确指出电子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使用医院信息系统生成的文字+ 数据+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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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图表+ 影像等数字化信息! 能实现存储+ 传

输+ 重现和管理的医疗记录! 是病历发展到后期的

一种记录形式! 可在医疗过程中作为主要的信息取

代纸质病历! 提供超越纸质病历的服务! 满足所有

医疗+ 法律+ 管理的需求% 完整的临床数据集成+

展现以及智能化应用成为电子病历发展的目标% 通

常来讲一份病历对过医生并没有多大价值! 然而当

数百万+ 千万的病历汇集到一起! 同时能运用大数

据+ 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 医

生+ 医药公司和保险公司都会非常重视% "#*3 年国

家制定的 0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

行*1 多处强调电子病历的标准化和质控% 国家对

电子病历的重视有利于企业推进专病结构化电子病

历% 专病结构化电子病历是大数据应用的前提基础

条件! 只有收集到高质量的数据才有可能谈及其

应用%

%$#"可穿戴设备$$$记录用户动态体征数据

用户的动态行为和健康体征可以通过智能终端

采集转变为数据! 企业通过分析数据可以揭示用户

的健康状态并预测用户的健康发展趋势% 近年来如

何实现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 病情的及时监测及

反馈+ 并发症的自我监护引起广泛关注% &可穿戴

设备N慢病管理系统' 开启糖尿病患者管理新模

式! 如谷歌和 [6_>;@合作开发微型血糖监测可穿

戴设备! 向健康监测迈出新的一步使糖尿病患者能

够主动了解健康情况% 众多海外公司均加快在智能

可穿戴医疗以及健康医疗数据平台的布局% 其中包

括苹果的可穿戴设备 )77C6d8:>5 和健康数据平台

V68C:5Q/:! 谷歌的b;;EC6e/:等! 用户基于相关硬件

获取体能生理数据并通过数据平台进行分析% 智能

可穿戴设备通过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等技术应

用实时采集大量用户健康数据信息和行为习惯已成

为未来智慧医疗获取信息的重要入口%

%$%"用户画像$$$可视化用户健康状态

用户画像的概念最早由交互设计之父 )C81

G;;769提出% 所谓用户画像是建立在真实数据之上

的目标用户模型! 具体来说是从多维度对用户特征

进行描述! 提炼群体共性特质! 为用户群体打上不

同标签! 结合场景+ 基本属性的描述即形成人物原

型% 数据处理依赖于计算机的运算支持! 标签提供

一种将不规则+ 复杂信息进行量化处理的方法! 使

计算机能够程序化处理与人相关的信息! 甚至通过

算法+ 模型能够 &理解' 人% 通过一些算法和模型

标识用户! 设计健康特征标签! 形成用户画像能够

将推荐知识库中的健康服务精确送达用户% 推荐系

统的重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画像的建模! 画像

越完善推荐越精确%

&"智能健康管理模式设计

&$!"概述

智能健康管理运用大数据分析+ 物联网+ 用户

画像等技术! 以循证医学成果为理论基础! 对收集

到的健康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 帮助不同健康水平

人群达到未病先防+ 既病防治目的% 将从实现路径

和激励机制两个层面对智能健康管理模式进一步展

开构想设计%

&$#"实现路径 %图!&

图!"智能健康管理实现路径

&"!"#$收集用户健康信息!大量+ 真实+ 可靠的

健康数据是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的前提% 近年

来医疗信息化普及使线上聚集海量健康医疗信息!

形成原始的用户健康数据池% 根据类别不同划分用

户健康数据的主要来源有 $ 种) 一是门诊数据! 如

年龄+ 性别+ 居住区域等% 这部分用户基础属性信

息可以从互联网医疗产品数据后台提取% 二是住院

数据! 如既往病史+ 家族史+ 化验结果+ 影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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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等% 这部分医疗数据主要存储在医院信息系统!

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3 年颁布的 0全国医院信息

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试行*1 非常重视对医院大数

据的挖掘分析! 对大数据应用场景如病历首页的智

能化处理等做了详细要求% 需注意的是出于保障医

疗数据安全考虑! 电子病历的住院信息通常需授权

使用% 三是动态体征数据! 动态信息能反映出用户

实时健康状态! 可以通过智能终端设备如手环等采

集得到%

&"!"!$提炼用户结构化信息表!对用户画像所需

要的资料和基础数据收集完成后! 进行结构化和清

洗! 去除噪音和非规整的数据! 尽量选取能反映用

户健康状态的核心指标! 为后续可视化模型的构建

做好准备%

&"!"%$制作用户群体分类标签!标签库的最终用

途在于对用户行为+ 属性进行标记! 是将其他实体

转换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语言的关键步骤% 用户健

康状态数据获取后便可对用户群体进行因子分析和

聚类分析% 如利用门诊数据可以对用户基本属性进

行分类! 形成性别+ 年龄段+ 居住地分布+ 教育程

度+ 职业等指标% 对于住院信息! 可以对影响用户

健康的潜在风险因素进行分类! 如既往病史+ 家族

遗传史+ 体格检查情况+ 治疗药物禁忌等% 不同的

目的分类依据不同! 为每个用户打上标签并根据该

标签对准确反映用户健康状态所作贡献确定出标签

权重% 通常对用户进行标签化后会得到一些精准的

描述! 如 (# 岁左右+ 男性+ 糖尿病患者+ 伴随高

血压+ 眼部疾病+ 青霉素过敏等% 这是简单意义上

的用户画像! 既可以表示一个用户! 也可以用来描

述一个群体% 用户画像就是为便于具体地+ 标签化

地+ 有针对性地描述用户特征%

&"!"&$匹配健康管理知识库!完成用户画像后可

对用户实时健康状态监测+ 评估+ 分析形成的独特

干预需求匹配与之相应的健康知识内容% 在一定程

度上推荐算法被用来挖掘和建立人与人+ 内容与内

容以及人与内容之间的关联% 目前主流的推荐算法

有基于内容的推荐算法+ 用户协同推荐算法和混合

推荐算法等% 基于内容的协同过滤通常基于用户历

史行为数据进行推荐% 当智能终端检测到血糖连续

异常后便会触发内容生成机制! 向糖尿病用户提供

饮食+ 运动或用药就医指导% 协同推荐是指根据用

户画像寻找一种特定模式! 计算用户之间相似度!

相似度高的可定义为 &邻居'% 如若需要向糖尿病

用户)推荐一种营养饮食! 可以找健康状态相似的

糖尿病 &邻居' X! 然后将用户 X行之有效的科学

营养食谱推荐给用户 )% 混合推荐算法则结合以上

两种方式! 借助两种方法的优势%

&"!"6$智能推荐健康指导内容!健康指导内容是

提升用户健康状态+ 实行慢病控制的核心% 目前国

内智能健康管理形式呈现多样化! 包括为用户提供

触手可及的健康养生指导 (包括饮食+ 运动+ 用药

指导*+ 健康风险评估+ 中医药健康保健以及预约

挂号提醒+ 用药提醒+ 医护患远程沟通等-%.

% 基于

大数据分析的健康养生指导还能根据个人生理参

数+ 体质情况+ 季节天气变化+ 工作生活环境变化

等动态调整! 以确保方案的可靠+ 安全%

&$%"智能健康管理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欠缺将影响健康管理的效果!

健康咨询指导到健康改善成果的转换需要用户用实

际行动去落实% 在传统健康管理关系中用户群体和

健康管理提供方的依赖关系处于强度不平衡状态%

健康管理方希望通过用户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减少

医疗费用支出! 具有较强的健康管理意愿% 而用户

虽然也想通过健康管理提升自身健康水平! 但由于

这是需要长期克己的过程! 往往处于力不从心的状

态! 如自身体重控制等% 在缺乏对用户更大的辅助激

励情况下传统健康管理易止步于健康知识科普的形式

干预! 实现用户健康状态改善效果的概率较低%

&"%"!$保险公司切入健康管理领域将事后被动补

偿转变为事前主动干预$7%

!加强用户规范自身生活

方式! 健全健康管理机制% 在这种保险合作模式

中! 智能终端监测到的数据上传到健康管理后台分

析处理后! 保险公司可以为坚持健康饮食+ 运动调

理这部分用户提供优惠保险服务! 如降低保险费

率+ 赠送套餐险种等% 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待用户

与保险方关系! 这种合作模式降低了保险人与投保

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保险公司愿意合作以达到降低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出保率+ 控制成本的目的% 对用户来说! 健康管理

不仅有助于自身健康! 还能得到保险费用优惠等有

形补偿! 因而有更强的意愿参与进来% 同样! 保险

公司和健康管理提供方的关系也比较稳定! 保险公

司乐于与健康管理提供方合作共同管理投保人的身

体健康! 而健康管理提供者也愿意保险公司进入!

帮助提升用户参与健康管理的积极性和体验感% 总

的来说! 通过保险方的合作参与能够帮助改善传统

健康管理与用户的弱约束关系! 实现被动干预到主

动健康的用户意识转换% 用户群体与保险+ 健康管

理依赖关系%

图#"用户群体与保险# 健康管理依赖关系

'"应用效果

'$!"概述

智能健康管理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 通过人物

画像+ 数据挖掘等技术进行健康风险因素控制! 为

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 精细化+ 持续性的健康咨询

指导服务! 实现未病先防+ 既病防治的作用% 智能

健康管理的应用效果在慢病管理+ 用户体验+ 医疗

费用等方面都产生积极作用%

'$#"优化慢病全周期管理

在传统慢病治疗周期中持续性地跟踪+ 掌握每

个用户的健康动态对医生来说基本无法实现% 由于

既定生活习惯! 用户通常不能很好地贯彻治疗方

案! 导致病情严重% 智能健康管理可以对慢性病如

糖尿病+ 高血压以及心脑血管+ 呼吸道+ 消化道疾

病等进行辅助治疗! 优化慢病全周期管理% 通过智

能终端实时采集体征+ 睡眠+ 运动等健康数据! 对

用户群体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评估! 从而及时

提醒+ 指导用户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化解风险! 达

到全周期慢病防治和疾病预防的目的%

'$%"提高用户积极性和体验感

不同于大众型的健康知识普及! 由于大数据+

用户画像等技术赋能! 智能健康管理可以通过贴标

签的形式区分群体! 针对不同属性+ 类型用户的健

康需求提供个性化+ 精细化的管理服务% 如年龄在

$# fM# 岁经常加班熬夜的已婚男性生活压力较大!

非常需要规范生活作息和适当减压$ 而年龄在 2 f

*" 岁身高 *+" 米的男生更关注如何长高+ 长身体!

智能健康管理通过建模算法会触发推荐相应的健康

内容! 迎合用户当下的健康需要! 提高用户自我管

理的体验感和满足感! 实现用户从被动干预到主动

健康的转变%

'$&"缓解门诊压力' 减少医疗费用

传统意义上慢病患者需周期性到医院复诊! 尽

管实际面诊时间很短! 也需经历挂号+ 候诊的长时

间等待% 慢性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 &生活方式病'%

通过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调理! 智能健康管理能

科学地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和恶化风险! 一方面有

助于缓解医院的门诊压力! 释放医疗资源潜能$ 另

一方面对减轻用户费用负担+ 控制国家医保支出也

很有帮助! 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结语

针对市场上健康管理普遍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

的现状! 本文致力于探讨一种有效的智能化健康模

式的设计与构建! 充分利用用户画像+ 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的价值! 引入第 $ 方机构 (如保险* 形成利

益共同体! 强化对用户的激励! 在技术与制度的双

轮驱动下! 为用户提供持续性+ 全生命周期的个性

化+ 精细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这将有助于突破健康

管理现有瓶颈! 从服务形式+ 干预手段+ 用户意识

等方面重塑健康管理生态链! 提升用户在健康管理

过程中的体验感与获得感! 让健康管理能够切实落

地+ 产生效益! 减轻慢性疾病带给社会+ 家庭的经

济压力%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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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

支持对输液监测器和传输感应器的智能管理!

可增加+ 删除设备! 查询其相关信息及状态! 修改

输液监测器的相关参数% 方便护士根据实际使用场

景进行定制化设置% 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各医

院可根据自身的医疗流程和工作习惯设计符合自身

需求的软件功能%

&"应用效果

&$!"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护理流程

护士远程监控即可查看所有患者输液的实时情

况! 减少来回奔波! 减轻工作强度% 如有任何输液

异常情况发生! 系统可及时发出智能报警! 护士可

根据报警的优先级合理安排处理顺序! 从而更科学

地安排工作! 保证患者输液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工作

效率%

&$#"提高输液服务安全性

通过扫描确认患者身份! 扫描输液袋条码进行

医嘱核对! 确保及时为患者输入正确的药物! 保障

患者输液安全! 提高输液服务质量%

&$%"实现输液全闭环管理

实现与VUg 无缝对接! 形成全闭环输液管理!

方便实时管控输液的每个过程! 且任何过程都有客

观记录! 方便溯源和医疗举证%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降低医院管理成本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输液管理系统采用无线和感

应技术! 将输液流程进行信息化管理! 在提升医院

信息化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护士工作效率! 降低医

院人力管理成本%

'"结语

通过建设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输液监测系统可对

整个输液流程进行智能化闭环管理! 在为患者提供

实时安全的输液治疗服务的同时降低工作强度! 节

省人力资源! 提升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 但系统对

无线网络等基础建设要求较高! 加之较为复杂的技

术结构! 导致其初期投入成本较高% 相信随着技术

的发展! 成本会逐渐降低! 系统会更加经济实

用-M.

%

参考文献

*!吴荣! 杨义发! 林艳丽! 等L一种输液自动化监测系统的

研制 -\.L中国医疗设备! "#*%! $* (2*) *#( '*#3L

"!赵从朴! 朱卫国L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输液监测系统的应

用与研究 -\.L智慧健康! "#*%! " (%*) (M '(2L

$!姚宇游! 徐云! 刘群! 等L基于物联网的远程输液监测

系统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 -\.L护理研究! "#*(!

", (*"*) MM(, 'MM%#L

M!周正阳! 王聪聪! 王一钦! 等L智慧医疗/智能输液系

统 -\.L物联网技术! "#*2! % (*M*) (* '($L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孟群! 尹新! 陈禹L互联网 N慢病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L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 *$ ("*) **, '*"$L

"!郝楠! 郭明华L健康管理发展现状及研究进展 -\.L解

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 "# (%*) (%" '(%ML

$!刘艳飞L健康管理) 概念+ 产业边界及发展动力 -\.L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 $$ (,*) %MM '%M2L

M!王智囊L基于用户画像的医疗信息精准推荐的研究

-[.L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L

(!黄建始L什么是健康管理4 -\.L中国健康教育! "##2!

"$ (M*) ",3 '$##L

%!韩二环!张艳!金焰L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在国内外应用的研

究进展 -\.L中国护理管理! "#*2! *2 ($*) $33 '$,"L

2!张艳丽! 吴先迪! 褚昀
!

! 等L我国健康管理模式发展现

状 -\.L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M! "( (**) 23 '3#L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