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病自我管理服务云平台研究与设计

陈　强　　　　　　　　　　丁腊春　王　译　　　　　　　殷伟东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

常州２１３１６４） 镇江２１２００１） 南京２１０００３）

〔摘要〕　探索通过语音机器人及云平台开展社区慢病自我管理计划项目，具体包括机器人健康宣教、咨询、
健康状态评估、随访等功能，实现社区慢病自我管理系统化与信息化，为慢病自我管理提供新手段、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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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慢病一般是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具有周期

长、缓慢发展、致残致死率高、治疗费用高的特

点，一直是世界各国疾病管理的重要研究课题。

Ｗａｎｇｅｒ［１］等人提出慢性病照护模式 （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ａｒｅ
Ｍｏｄｅｌ，ＣＣＭ），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基于ＣＣＭ设计慢性病创新照护框架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ａｒ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ＣＣＣ）［２］，美国学者提出慢性病自我管理计划模型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ｌ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ＤＳＭＰ）。实践证明应用慢病自我管理更为可行、
有效且费用低，在政府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从源头

上降低慢病发病率，建立系统化、同步化慢病管理

模式［３－４］。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始在北京［５］、天

津［６］等地探索实践社区慢病防治，开展由社区负责

的ＣＤＳＭＰ慢病项目管理。但传统 ＣＤＳＭＰ项目存在
自我管理难持久、效果难评估、难咨询、统一宣教

学习时间难保证等问题，实施效果不佳，而采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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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人工智能辅助慢病防治逐渐成为趋势［７］。

本研究将互联网、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融

合到慢病自我管理项目中，首次通过陪护机器人开

展居家慢病自我管理计划项目。

２　系统功能与设计

２１　慢病自我管理服务云平台

通过健康互联网 ＋物联网连接辖区内卫健委、
疾控中心、各级医疗机构 （慢病保健机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患者及语音机器人，实现区域内外

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搭建慢病健康自我管理

云平台，见图１。该平台提供就医、支付、分级诊
疗、共享护理、共享药事、高危管理、社交、人工

智能、监管及产业云等云服务。通过语音机器人与

患者实时交流，实现运动、膳食与心理干预、任务

推送及效果评估等自我管理，提升慢病患者自我管

理意识，促进其形成健康生活理念，提高慢病自我

健康管理成效。

２２　语音机器人功能概述

在慢病自我管理服务云平台基础上，应用人工

智能结合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自然语言理解、流

式对话等技术，构建智能化、人性化、高效率的语

音机器人，见图２，为智慧慢病管理模式建设进行

技术验证与前期实践工作，系统实现以下功能：一

是慢病知识问询、网上学校等。二是语音交互录入

体征、健康咨询、报告推送等。三是语音方式填写

随访表单与活动记录，提供更好的交互体验。四是

根据不同患者特点设定个性化随访任务。责任医生

通过ＰＣ端主动向陪护机器人和 ＡＰＰ推送健康管理

计划与管理任务。五是通过慢病自我管理服务云平

台进行自我管理项目计划推送、健康教育项目开展

及效果评价、管理进程、管理效果评估、统计分析

等综合管理指标解读等功能。

２３　机器人健康宣教互动系统

一是提供相关知识文库并与专业知识库相结合，组

成涵盖慢病患病前、中和康复后，同时结合营养、

运动知识的综合性慢病健康保健知识平台，为慢病

患者提供全面健康保健知识查询服务。二是通过与

专业营养平台对接，可直接查询慢病各阶段营养需

求与饮食禁忌；提供不同营养搭配方案及不同慢病

时期饮食禁忌知识，为慢病周期饮食安全提供保

障。三是通过网上学校，患者可线上预习、学习相

关课程。实现线上互联网课程与线下教与练课程整

合、互补，有机结合。

２４　机器人咨询系统

通过整合海量文献，依据临床指南、药理指

南、检验检查指南、医疗质量及规范、安全规则等

知识库，通过网络本体语言 （Ｗｅｂ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ＯＷＬ）技术形成慢病本体知识库，可用于智
能问诊，见图３。通过语音机器人，患者健康及疾
病知识咨询可经语音识别转换，传送至慢病自我管

理服务后台并进行结构化分词，根据分词比对映射

慢病本体知识库，提取问题答案并回传。

２５　机器人健康管理及健康状态评估系统

传统蓝牙、无线连接智能医疗设备，可能出现

因版本、型号、品牌、产品不同需要不断重复调整

设备接口的问题。对此本系统通过机器人语音交互

方式录入体征，提高交互体验、降低录入门槛。同

时通过语音机器人后台将体征数据与患者长期稳定

值进行比对，综合分析体征变化趋势、生活习惯、

运动与饮食情况，评估患者健康状态。根据患者自

身特点及前期管理情况重新拟定管理计划，经后台

推送至语音机器人，以声光闪烁方式提醒患者，接

受新的健康管理计划，再次进行健康知识培训、培

训效果评价、健康管理行动、健康管理效果评估等

慢病健康自我管理工作。通过语音机器人实现慢病

计划项目记录、评价、指导、结局再评估的自动化

与智能化，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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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慢病自我健康管理服务云平台

图２　语音机器人

图３　慢病本体知识库

图４　语音机器人录入体征与健康评估系统

２６　机器人随访管理系统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识别出院患者个人信

息，按慢病管理计划时间要求定时启动随访表单推

送至患者个人陪护机器人端，自动闪灯提示新消

息，患者以语音或手动按键启动阅读消息，通过语

音交互方式回答随访表单问题，经机器人后台语音

自动识别并转录至随访表单中，存入随访管理系统

并由人工审核评估后提交随访正式结果。实现系统

自动计时、自动推送、自动问答、自动存储、自动

统计功能，大幅减轻医护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２７　机器人项目效果评估系统

通过机器人语音交互定期对自我健康管理干预

效果进行评估。一是由系统按照慢病干预规范要求

定期进行慢病知识及管理教育。二是由后台生成评

估表单推送至患者居家机器人终端，通过语音播报

评估表单，经智能语音感知技术识别患者答案，自

动上传至评估表单后台进行评估。三是由后台自动

评分并对近期 ＣＤＳＭＰ干预效果进行评估，以便选
择相适应的进一步干预措施。

３　结语

本项目通过语音机器人 ＣＤＳＭＰ系统应用，慢
病患者可在家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突破时

间、空间限制，同时利用机器人语音识别技术进行

评估表单定期推送与评估结果调查，为 ＣＤＳＭＰ项
目管理提供新方法与手段，提高慢病患者对ＣＤＳＭＰ
项目管理的便捷性与依从性［８］。为进一步验证陪护

机器人ＣＤＳＭＰ项目管理与人工管理区别，后期拟
进行 ＣＤＳＭＰ项目管理人工组与语音机器人组健康
管理活动对比，评估语音机器人 ＣＤＳＭＰ项目管理
优缺点及可行性，形成陪护机器人 ＣＤＳＭＰ项目管
理研究报告，供政府决策及其他区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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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功能结构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数据中心和中医

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有关规范和要求设计，主要涵

盖９项功能，见图３。

图３　中医馆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功能结构

后期将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开展海南省本地化开

放改造，联通中医馆。 （１）中医馆健康信息门户。
作为统一对外服务出口［２］，提供名老中医专家介

绍、中医药知识库等服务。（２）中医电子病历。用
于智能化采集患者基本信息，提供病历模板选择、

直接诊断等服务。（３）中医辨证论治系统。协助基
层中医馆医生开展日常工作，提供辨证论治、直接

选方、合理用药等服务。 （４）中医药知识库系统。
主要包括名医医案、方剂、中医古今文献知识

库［３］，具有名医医案、古今文献检索等功能。 （５）
中医远程会诊系统。为医务人员提供远程会诊申

请、联合问诊等服务。（６）中医远程教育系统。为
医疗人员提供线上教育培训与实时咨询等服务。

（７）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系统。为公众提供互联网

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信息化服务，包括专项健康监

测、健康管理评估等。 （８）中医临床业务监管系
统。对医疗业务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与监

管。（９）中医医院信息系统。与中医馆健康信息平
台建立接口，开展基层中医馆日常业务工作，实现

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

４　结语

海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充分体现以患

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中医业务规范和信息标

准规范化基础数据，运用云平台、大数据、 “互联

网＋”等技术横向集成医院业务系统，纵向打通基
础中医馆数据，实现基层中医馆间数据共享、业务

协同与互联互通，有效整合与优化海南省各级中医

医疗机构卫生资源、医疗人才、信息系统等，构建

中医药临床数据支撑平台与管理服务共享体系，为

海南省医疗卫生信息资源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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