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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逐

年攀升! 电脑+ 私家车的普及使中青年患者的数量

增长尤为明显% 同时随着我国生活水平+ 医疗水平

的提高! 国民人均寿命延长! 中老年患者因骨质疏

松+ 腰肌劳损等原因引起该病的数量也在增加-*.

%

因此如何利用移动互联+ 智能传感+ 云计算及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腰椎间盘相关疾病的

早判断+ 早治疗+ 勤跟踪! 加强对人群的保健+ 护

理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本文以腰椎间盘疾病为

例! 结合 &互联网N医疗' 技术! 构建面向患者的

信息化+ 智能化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从而防治腰椎

间盘突出症并提高其生活及劳动能力! 满足日益增

长的居民健康需求-".

! 具有重要意义%

#"现状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间盘突出症指因椎间盘变性+ 纤维环破

裂+ 髓核组织突出刺激和压迫神经根+ 马尾神经所

引起的一种综合征-$.

! 多发生在腰 M '腰 (+ 腰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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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 *! 其典型临床表现为腰痛及坐骨神经痛% 目前

该病发病率约为 *c f"c! 是一种常见病+ 多发

病! 且腰椎间盘突出症占据整个腰痛患者的大约

"#c

-M.

%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大多为 "# fM# 岁的

青壮年! 多数人发病在其最佳工作年龄及家庭责任

最重大的时间! 病情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 且需

要经历缓慢的恢复过程! 导致患者劳动能力及生活

能力的严重缺失与下降% 据国外研究报道! 在美国

因该疾病引发的慢性疼痛年均医药负担高达 (## 亿

美元% 由此可见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高发病率及高

昂的医疗费用! 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难题% 因此

如何防治腰椎间盘突出症并针对该疾病建立个性化

健康管理服务已成为重要的医疗民生问题%

#$#"国内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

!"!"#$国外!健康管理服务最早是在美国兴起!

随后在英+ 德+ 法+ 日等国家得到积极的效仿和推

崇%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健康管理的研

究和应用% 如 "#*# 年美国政府建立国家健康信息

网 络 ( Y8:/;1H/<6 V68C:5 U1?;9@8:/;1 Y6:H;9I!

YVUY*! 即跨医疗机构全国范围的电子病历! 以此

来实现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 '%.

! 并且已针对

单一疾病提供深度诊疗和健康监控的软件! 如

d6CC[;>公司关注糖尿病+ G8</;16:公司关注实时监

控心电图+ ]761TC8>6@61:公司致力于老年人出院后

的日常家庭护理等-%.

%

!"!"!$国内!我国于 "# 世纪初引入健康管理概

念! 虽然国内的信息化+ 健康管理服务应用总体处

于起步阶段! 但发展速度非常迅猛% 通过手机助手

搜索健康相关的 )TT高达 * ### 多个! 涉及医疗咨

询+ 预约挂号+ 健康自测+ 慢病管理等% 各科技公

司也相继推出健康管理相关产品! 如百度推出 [=J

C/?6智能健康设备平台! 华为有 48CIX81< 系列手

环-2 '3.

% 从政策方面看! "#*$ 年 *# 月国务院发布

0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1! 明确将健

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纳入国家发展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目标及新兴业态-,.

% 然而目前市场上常用的健康管

理系统及服务模式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用尚未达到全

程信息化+ 智能化+ 精准化的目标! 没有特定针对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服务体系% 因此如何以先进

的信息技术为基础! 将传统的生活方式数据采集+

生命信息采集+ 干预+ 监测和咨询! 通过远程监测

系统+ 可穿戴设备+ 智能终端+ 移动设备+ 云计算

结合起来! 建立 &移动互联 N健康管理' 新模式!

实现面向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智能化和精准化管

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关键技术研究

%$!"概述

面向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是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平台! 以企业服务总线+ 数据

中心+ 开放的健康服务系统为基础! 将患者分散在医

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 $方机构的信息进行

有效整合和重构! 形成数据中心和核心服务%

%$#"构建健康管理云服务平台

通过 V8<;;7+ g:;9@+ g789I+ VA806+ S;1E;<A

等大数据技术建立腰椎间盘患者信息管理大数据平

台! 在云平台上搭建应用的各个模块! 包括医院信

息系统 (V;07/:8CU1?;9@8:/;1 gF0:6@! VUg* 数据+

影像数据+ 体检系统+ 可穿戴设备系统和远程会诊

中心系统对接! 实现体检报告管理+ 腰椎间盘具体

情况评估+ 生活方式评估+ 生活方式干预+ 饮食-

运动干预+ 随访档案管理+ 随访方案管理+ 随访任

务管理+ 随访数据统计等功能% 同时建立基于深度

计算+ 图形处理器 (b9875/>T9;>600/1EZ1/:! bTZ*

计算技术的机器学习平台! 最大程度实现大数据的

价值%

%$%"融合数据的实时采集# 传输技术

利用便携式的可穿戴式医疗设备随时采集腰椎

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血压+ 脉搏+ 睡眠+ 呼吸以及生

活中起坐耗时等体征数据! 通过移动物联网技术将

各数据传输到健康管理云平台! 实现数据及时采

集+ 传输%

%$&"构建统一的数据存储平台

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非关系型存储系统! 将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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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数据+ 便携式传输数据+ 参考文献+ 指南+ 临床

路径等知识融合! 对这些数据进行自然语义处理!

结合医疗专业术语的语义结构将医疗语义信息从原

始的自然语言表达扩展为结构化的 Q'W模式! 为

后续的应用+ 挖掘+ 机器学习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建立硬件统一接入架构

开发软件开发工具包 ( g;?:H896[6D6C;7@61:

Q/:! g[Q*! 形成可穿戴设备+ 远程监测或健康管

理系统+ 移动设备的互联互通! 进而构建出完备的

智能化健康管理服务系统% 同时建立硬件设备数据

格式的统一性规范! 降低数据整理成本% 安全连接

采用虚拟专用网络 (W/9:=8CT9/D8:6Y6:H;9I! WTY*

和安全超文本传输 (VF76946_:49810?69T9;:;>;Cg6J

>=96! V44Tg* 技术! 通过唯一身份绑定和移动设

备本地加密! 保证信息安全%

&"腰椎间盘突出症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平

台系统构建

&$!"整体目标

重庆市中医院是重庆市唯一的集中医临床医

疗+ 教学+ 科研+ 制剂+ 信息研究为一体的三级甲

等中医院和中医药临床医疗科研单位-*#.

% 医院针对

慢性病! 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具备一流的健

康管理和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 基于云计算平台!

通过物联网+ 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随时随地完

成对腰椎间盘患者健康状况的检测和有效跟进! 通

过可穿戴式设备完成数据的采集和管理! 同时配合

移动健康服务解决方案! 为患者提供个人健康指标

动态监测+ 病情预警+ 自我管理推送等的服务应

用! 重塑医疗服务模式! 优化资源配置! 打造更健

康的生态体系%

&$#"架构

实时获取用户的生命体征! 根据医学标准或算

法实现腰椎间盘患者的个性化健康服务! 建立具有

层次结构+ 基于云计算的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系统

网络架构! 见图 *%

图!"系统网络架构

&$%"功能

&"%"#$生命体征动态监测!由腕表等可穿戴移动

互联网设备采集生命体征数据! 通过设备的无线传

输模块将采集的数据推送到健康管理大数据中心!

建立生命体征数据库! 实时监测生命体征变化%

&"%"!$病情预警!设置腰椎间盘患者病情分值!

系统配置为可自动获取生命体征数据! 包括患者心

率+ 心电+ 血氧+ 血糖+ 血压+ 脉率+ 呼吸率+ 行

动数据等指标详情! 配合视频设置告警动作等% 系

统借鉴交通信号灯原理! 设置不同颜色的报警界

面) 绿色表示正常$ 橘色为 " 级报警! 需引起重

视$ 红色为 * 级报警! 需要高度重视或及时处

理-**.

% 当遇到告警动作或评分达到设定的分值时系

统会弹出报警界面! 界面具有不同的颜色! 根据不

同颜色系统会给出程序化的监护方案! 同时提醒对

应的远程护理人员! 再结合具体情况给予病情观察

和处理%

&"%"%$自我管理服务推送!充分利用云计算+ 流

媒体技术! 医生在系统平台发布指导病情自我检测及

防治的资料! 包括图片+ 文字+ 视频等! 供患者进行

自我诊断式的学习! 提供医生与患者的互动交流%

&$&"初步成效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个性化健康管理系统已在

骨科+ 康复科+ 关节科等科室初步试点使用! 采取

自愿原则! 对 "## 多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为

期 % 个月的健康监管和评估! 减少医疗成本! 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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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效率! 下一步继续扩大该系统的推广! 进一步

提高工作效率%

'"存在的问题

'$!"患者信息安全性有待加强

面向腰椎间盘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应用为患者

疾病管理提供便捷! 但也为医疗信息安全带来极大

隐患! 为避免信息泄露等问题! 该系统在信息安全

和数据保密方面亟待加强%

'$#"内容质量及专业性有待提高

面向腰椎间盘患者的健康管理系统要具有专业

性和实用性才能提高患者的使用意愿% 目前该系统

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对长期使用效果还有待进一步

检验%

'$%"系统功能有待完善

目前系统功能相对比较简单! 对用户全身状况

分析+ 健康指导等方面较欠缺! 下一步要扩展到全

面慢病管理! 扩大用户的适用范围%

'$&"数据亟需进一步整合

系统指南+ 文献+ 临床路径+ 诊疗数据等海量

数据亟待整合! 同时应保证数据质量% 另外影像数

据的处理能力也需要加强%

("结语

面向腰椎间盘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应用越

来越广泛! 在现代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推广该服务体系可提高患者健康意识! 促

进健康行为! 协助医护人员进行健康信息监测及分

析! 增进医患沟通! 方便患者就医% 目前健康管理

系统存在数据质量+ 信息整合+ 信息安全等方面问

题! 现有的不足更能促进医疗机构间+ 医疗与信息

技术等多团队合作! 研发更具有专业医疗特色的健

康管理服务系统! 使更多人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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