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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系统架构、功能、实现方式几方面阐述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设计，介绍平台应用情
况，指出该平台开创性地将中医健康管理思想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根据个体不同健康状态提供相应健康干

预和教育方案，变被动健康维护为主动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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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方式、

膳食结构等均发生巨大变化，人群疾病谱也发生重

大改变，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

胁［１］。治未病理念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独具影

响［２］。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将人群健康状态分为３
种：一是健康未病态；二是欲病未病态；三是已病

未传态。治未病就是针对这３种状态，具有未病养
生防病于先、欲病施治防微杜渐和已病早治防止传

变的作用［３］。目前已建成的一些中医治未病信息系

统收集内容不全面，没有院内诊疗信息，缺乏患者

用药、生活习惯、有害因素防范等重要数据［４］。此

外这些系统相互独立，系统间数据难以共享、有效

利用和深入分析。本文通过研究治未病理念特点，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

台，探索中医治未病管理服务新模式，建设中医治

未病监控体系，为提升中医治未病防控水平、发展

健康医疗数据产业提供有效途径。

２　系统架构

２１　概述

建立针对慢性病患者的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

云平台，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等

技术进行在线中医健康状态测评及慢病管理，依托中

医健康管理 ＡＰＰ及患者端服务功能，采集老年人、
儿童、孕产妇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人群中医数

据；通过数据中心云端进行存储及计算分析，实现在

线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自动产生和更新慢性病管理知

识库。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架构，见图１。

图１　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架构

２２　用户终端与门户

包括５种类型：居家智能健康终端、患者／居
民ＡＰＰ、亲友微信、医护人员ＡＰＰ、管理人员ＡＰＰ。
用户可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和使用习惯进行个性化门

户或终端组合配置。此外终端门户具备标准、开放

的集成能力，帮助医院有效集成第３方移动应用，
形成在医院统一规划下的移动应用门户，提高使用

便捷性，降低管理难度。

２３　移动应用服务平台

２３１　概述　移动应用服务平台是按照面向服务
的 体 系 结 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ＯＡ）［５－６］设计的基础平台，主要组成部分有服务仓
库、云服务总线和健康网关。

２３２　服务仓库　负责注册、发布和管理移动互
联网服务平台所有对外提供的服务，包括３部分内
容：业务协同、移动医疗基本服务及健康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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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务协同服务主要为所有与协作业务相关的内

容，如远程会诊、双向转诊、远程教育、医医互动

等。移动医疗基本服务包括预约、支付、报告查询

等。健康管理服务是整个院后管理平台的核心部

分，包括综合健康档案、签约管理、健康评估、健

康监测、健康干预等。

２３３　 云服务总线 （Ｃｌｏｕ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
ＣＳＢ）［７］　基于高可用分布式集群技术构建的服务
开放平台，通过云总线的应用实现院后管理平台与

院内信息平台、区域医疗应用以及第３方应用和服
务的有效集成，实现跨技术平台、跨应用系统、跨

机构服务互通，通过组织和管控互通服务，实现各

级医疗机构、养老康复机构以及上下游供应机构之

间业务协作、流程重塑和服务创新。

２３４　健康网关　智能硬件开放平台，主要用于
与健康监测相关的智能硬件和可穿戴设备的接入，

包括硬件注册、协议转换、数据接入等。

２４　院外管理平台

信息资源主要有健康医疗资源、居家监测信

息、中医综合健康档案、中医健康知识库 ４部分。
健康医疗资源汇集整个院外管理平台的基础信息和

共享数据，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包含居民人口学信

息、医疗卫生人员注册信息、各种医疗卫生、治未

病业务字典数据及流程模板数据等。居家监测信息

包括居民各项生理指标监测数据、用药及异常信

息、饮食、运动以及生活习惯等个体健康监测记录

数据。综合健康档案包括居民个人基本信息、就诊

记录、主要的卫生服务记录、院后管理记录以及健

康管理记录等。健康知识库是支撑整个院后管理体

系准确、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包括业务执行规

范、健康管理标准、动态人群划分、健康风险识

别、健康调摄建议等，知识库内容通过专家积累以

及机器学习不断更新和完善。

３　系统功能

３１　诊前管理

　　即用户到导诊台进行初步基础信息登记，包括
独立／快速建档、接口导入、邀请注册、诊断团队
签约等模块。通过诊前管理赋予客户唯一 ＩＤ，创建
包含客户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联系人、常住地址、过敏史、既往史、

专案信息、管理状态、重点事件）的健康档案。用

户可根据平台中诊断团队简介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

诊断团队进行签约。

３２　诊间服务

３２１　概述　医生可接诊已建档签约的客户。诊
间用户来源于医院信息系统预约挂号或平台预约门

诊。本次就诊结束可预约下次门诊，平台到期会自

动发送复诊提醒。

３２２　中医健康体质评估　除采用常用的匹兹堡
睡眠质量表 （ＰＳＱＩ）、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ＷＨＯ
ＱＯＬ－ＢＲＥＦ）、国际心理症状评估 （ＳＣＬ－９０）、伯
恩斯抑郁症评估表 （ＢＤＣ）、焦虑量表等对用户进
行健康评估外，诊断医生还可根据红外热成像、舌

纹分析、中医体质评估量表对用户中医体质进行分

类与判定，在国家体质标准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

定》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引入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

理论进行五行十态体质［８］分类，从而达到防控个体

体质易感性疾病的目的。体质分类字典，见表１。

表１　体质评估分类字典

体质分类 类型

普通中医体质 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

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复合型体质

五行十态体质 木运太过、木运不及、火运太过、火运不及、土

运太过、土运不及、金运太过、金运不及、水运

太过、水运不及、复合型体质

３２３　中医诊断　对用户健康状态及体质情况进
行全面评估后，根据不同人群体质特点区分知识库，

以中医四诊为主导结合脏腑标识及六经辨识给出医生

中医诊断，制定个体化治未病健康管理方案，包括日

常健康管理、藏象疗法、方药干预与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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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诊后管理

医生为用户评估后形成个体化干预方案，用户

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平台及时提醒用户采用的健康

管理方案时间和方式并实时监测方案执行情况，从

而达到监控健康管理的效果。治未病诊后管理包

括：一是情志调摄，设定养生书籍阅读时间，调整

情志；二是运动起居，定时安排患者进行五禽戏、

八段锦等功法的演练；三是五音摄生，根据患者身

体情况选择适当的音乐；四是饮食养生，根据膳食

中医属性确认烹饪方法与进食量；五是养生药具、

方药管理，根据患者中医体质选择相应的药膳、药

茶、方药服用方式与频率。

４　系统实现

４１　网络部署

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过程中充分

考虑到用户信息可用性与安全性，根据用户规模向

阿里云购买所有云资源，为每个用户单独建立专属

隔离的数据和应用，所有云资源均部署在隔离网

络，实现阿里云的统一运维和安全防护。中医治未

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网络部署，见图２。

图２　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网络部署

４２　数据库设计 （表２）

表２　部分数据库设计

字段名 中文名 数据类型 长度 是否非空

ＩＤ ＩＤ Ｒａｗ １６ －

ｎａｍｅ 姓名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３０ Ｙ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１ Ｙ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生日 Ｄａｔｅ － Ｙ

ｋｉｎｄ＿ｃｏｄｅ 过敏源编码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３ 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过敏源说明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８０ －

ｐｈａｒｍｉｃ 是否药品 Ｉｎｔ １ Ｙ

Ｔ＿ｋｉｎｄ＿ｎａｍｅ 既往病史名称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３０ Ｙ

Ｔ＿ｋｉｎｄ＿ａｄｓｃｒｉｐｔ 病史分类补充 Ｖａｒｃｈａｒ ３０ －

４３　系统界面

考虑到健康管理服务的时效性与移动性，方便

用户及时获取方案推送及医生团队实现对患者的监

测，本系统采用手机ＡＰＰ与微信公众号相结合的方
式为用户与医生提供人机交互界面。为区别医生与

用户使用功能，分别提供医生端与居民端 ＡＰＰ，通
过微信绑定功能将平台中用户中医健康档案与治未

病干预方案实时推送至用户与亲友，同时将用户治

未病干预方案进度、执行方案推送至医生团队，保

证用户、亲友与医生团队及时获取用户健康信息并

及时调整干预方案。

４４　应用情况

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服务平台自 ２０１８年获得
广西重点研发项目立项资助，先后在广西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东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线使

用，打通了医院与医院、医院与社区服务中心的健

康管理系统，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８月系统注册用户达
６０００余人，有效诊次１８０００余次，用户使用量达
４５０００余次，收效良好。平台将继续在广西来宾市
中医院、金秀县中医院实施并逐步推广到各大医

院、医联体医院。

（下转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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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堂，熟悉上课流程，努力配合教师工作。主动

了解 “雨课堂”及上课内容［１３］，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５２２　做好学习笔记，及时提问　学生要认真学
习课堂知识，利用好 “雨课堂”的学习日志和收藏

等功能，标注课上知识重点、难点，做好学习笔

记，若教师讲授内容不能理解时要及时提问。

５２３　配合教师授课　积极配合教师采用 “雨课

堂”授课方式，更快、更高效地学习课程知识，提

高课堂时间利用率。

６　结语

将 “雨课堂”运用到图书馆单次培训中，对图

书馆今后的培训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也促使传统图书

馆信息素养教育授课方式发生转变。未来图书馆信息

素养教育将进一步注重培训的智慧化、读者的个性

化和内容的交互性，学生在培训全过程的满意度和

情感体验将成为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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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本系统在中医治未病和养生理论的指导下，对

个人或群体进行亚健康和慢性疾病的监测、分析、

评估，根据个体不同健康状态提供相应的健康干预

和教育方案，变被动健康维护为主动健康管理，促

进慢性病管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创性地将中医

五行十态体质健康管理思想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

结合，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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