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外便携式智能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在
健康管理中的应用进展研究

鲁琦文　刘斯佳　张艺凡　　任海燕　郭　义　　　　邱继文

（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天津 ３０１６１７） 天津 ３０１６１７） 天津 ３０１６１７）

〔摘要〕　阐述国内外便携式智能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应用现状及优缺点，分析国内外便携式智能监测设备之间区
别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包括统一标准，规范数据采集；增加中医学健康监测指标；提升设备续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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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１］、慢性

病［２］高发与年轻化、健康观念及医学模式［３］转变、

“健康中国”［４］战略提出，公众对个体健康情况重视

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老年人日益注

重个人健康管理，选择定期到社区医疗机构、体检

中心或大型医院进行健康体检以监测健康状态、预

防疾病发生。但目前存在医疗资源紧张、检测等待

时间长、费用高、监测连续性较差等问题，导致个

人健康管理难度提升，医疗健康服务供求矛盾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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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增加社会经济负担［５］。随着 “互联网 ＋”、人
工智能等概念及技术普及，实现高效的个人健康管

理成为可能。目前医疗终端设备朝智能化、便携

化、可穿戴化方向发展，大部分医疗机构［６］通过网

上大数据平台实现对患者日常情况、治疗进展等的

监测，可以避免患者重复检测［７］而造成的医疗资源

浪费。实现 “健康中国”战略不仅需要提升医疗水

平更需实现个人健康的数据化管理，以充分调动、

利用医疗资源。应用大数据技术开发统计全面、简

单易操作［８］、符合大众需求、便携式、智能化、可

穿戴的健康监测设备是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

文以 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知网、万方、重庆维普等数据
库为基础，以＂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为英文关键
词，以 “便携式”“可穿戴”“智能”“健康监测”

“健康管理”为中文关键词检索近５年国内外关于
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相关文献，结合国内部分

调研结果梳理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的基本特征

和功能，归纳总结目前国内外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在

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２　国内外便携式智能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
应用现状

２１　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种类

目前国内外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的穿戴

形式主要包括６类：手机健康软件类、智能手环
（表）类、智能眼镜类［９－１０］、智能头盔类、智能

服饰类、智能饰品类。通过查阅和综合统计国内

外智能市场６类产品应用现状，可将其分为两种
类型：主流和非主流健康监测设备。主流产品涵

盖智能手环、手机 ＡＰＰ等多种智能软、硬件形
态；非主流产品涵盖智能眼镜、服饰、饰品。主

流健康监测设备主要用于监测血压、血氧、专业

运动数据 （如步数、卡路里等）、心脏健康 （心

率）、睡眠质量以及久坐提醒、生理周期提醒、

生命体温监测等。

２２　国内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应用现状 （表 １，
表２）

表１　国内主流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基本特征及功能

监测项目 华为手环 荣耀手环 小米手环 乐心手环 ｔｉｃｗａｔｃｈ 华米手环 ＯＰＰＯｗａｔｃｈ Ｋｅｅｐ手环
血压　　　　　　 √ － － － － √ － －
日常身体活动步数 √ √ √ √ √ √ √ √
心率　　　　　　 √ √ √ √ √ √ √ √
卡路里消耗　　　 － － √ － √ √ － √
睡眠质量　　　　 √ √ √ √ √ √ √ √
经期　　　　　　 √ √ √ － － － √ －
呼吸训练　　　　 － √ √ － √ － √ √
压力　　　　　　 √ √ √ － √ － － －
心电监测　　　　 － － － √ － √ √ －
心脏早搏监测　　 √ √ － √ － － － －
血氧　　　　　　 √ √ － － √ √ － －
数据分析　　　　 － － － √ － － － －
健康指导　　　 － － － － － － － －
价格 （元）　　　　 １２９～１４９９ ９９～５４９ ９９～２２９ ７９～１６９９ ３４９～２１４９ ６９９～４５９９ １４９９～２６９９ １３９～１５９
续航 （天）　　　　 ３～１８　　 １０～１４　 １４　　　 １５　　　 ４５　　　　 ２～３　　　 ２１　　　　 ３　　　

　　注：√表示存在这一参数功能。

表２　国内非主流健康监测设备应用

非主流设备产品 ｂｒａｉｎｌｉｎｋ脑波仪 光启热成像头盔 李宁智能跑鞋 Ｃｉｍｃａｒｅ希盟医疗头带 ｅＴｉｍｅｒ手链

功能　　 采集大脑脑电信号，分析大脑专注

力、大脑放松度、记忆力情况；配

合专用 ａｐｐ和玩具对专注度及放松

能力进行训练

毫秒级响应的自

动测温功能，用

于疫情期间体温

监测

监测动态跑步

形态，分析脚

掌着地部位

实时记录睡眠、运动、心率、

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体

温，根据数据提供健康指导

女性生理

周期提醒

价格 （元） ７１０～２０５２ － １９９～３９９ －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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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主流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主要有：
Ｋｅｅｐ手机软件、华为、小米、荣耀、乐心、ｏｐｐｏ、
ｔｉｃｗａｔｃｈ手环 （表）等。上述设备通传感器［１１］监测

和收集人体数据，帮助用户有效实时获得个人身体

情况相关数据以便于进行健康管理，如饮食、睡

眠、运动强度管理［１２］等。国内非主流健康监测设备

主要针对身体某项指标进行监测［１３－１４］，例如 ｂｒａｉｎ
ｌｉｎｋ脑波仪、光启热成像头盔、智能跑鞋［１５－１６］、

Ｃｉｍｃａｒｅ、ＥＴＧ等设备及产品。

２３　国外便携式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应用现状

　　国外主流健康监测设备有：Ｆｉｔｂｉｔ、Ｊａｗｂｏｎｅ
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ｇｓＰｕｌｓｅ、ＧａｒｍｉｎＶｉｖｏｆｉｔ、ＭｉｓｆｉｔＳｈｉｎｅ、
ＮｉｋｅＦｕｅｌｂａｎｄ、Ｓｅｒｉｅｓ６等，主要以步数、心率、
睡眠数据监测为主，ＧａｒｍｉｎＶｉｖｏｆｉｔ等品牌续航时
间相较国内设备更长，见表３［１７］。国外非主流健
康监测设备主要针对身体某项指标或疾病进行监

测，例如 ＧｏｏｇｌｅＧｌａｓｓ［１８］、Ｂｅｌｔｙ智能腰带［１９］、

Ｎｉｋｅ智能跑鞋、Ｒａｖｉｊｏｕｒ胸罩、ｉＴＢｒａ、ＮｅｗＡｔｌａｓ
智能 Ｔ恤［２０］、ＳｅｎｓｏｒｉａＦｉｔｎｅｓｓ智能袜子［２１］等设

备和产品，见表４。

表３　国外主流健康监测设备基本特征及功能

监测项目 Ｆｉｔｂｉｔ ＪａｗｂｏｎｅＵｐ ＷｉｔｈｉｎｇｓＰｕｌｓｅ ＧａｒｍｉｎＶｉｖｏｆｉｔ ＭｉｓｆｉｔＳｈｉｎｅ ＮｉｋｅＦｕｅｌｂａ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６

血压　　　　　　 － － － － － － －

日常身体活动步数 √ √ √ √ √ √ √

心率　　　　　　 √ － √ √ √ － √

卡路里消耗　　　 － √ － － － － －

睡眠质量　　　　 √ √ √ √ √ － －

经期　　　　　　 √ － － － － － －

呼吸训练　　　　 √ － － － √ － －

压力　　　　　　 － － － － － － －

心电监测　　　　 － － － － － － √

心脏早搏监测　　 － － － － － － √

血氧　　　　　　 － － － － － － √

摔倒监测　　　　 － － － － － － √

饮食评估　　　　 － √ － － － － －

数据分析　　　　 √ √ √ √ √ √ √

　 价格 （美元）　　　　 ７７～２００ １０８～１８２ １６６～２２０ ８５～２３３ ７７～９３ １３９～１６７ ４９５～９１３

　 续航 （天）　　　　　 ７ ７ ７ ３６５ １８０ １４ １

　　注：√表示存在这一参数功能。

表４　国外非主流健康监测设备应用

非主流设备 ＧｏｏｇｌｅＧｌａｓｓ Ｂｅｌｔｙ智能腰带 Ｎｉｋｅ智能跑鞋 Ｒａｖｉｊｏｕｒ胸罩 ｉＴＢｒａ ＮｅｗＡｔｌａｓ智能Ｔ恤 ＳｅｎｓｏｒｉａＦｉｔｎｅｓｓ智能袜子

功能 实现远距离

会诊及抢救

指导，测量

角膜压力与

眼球液压

实时 测 量 步

数、久 坐 时

间、腰围

监测并改善跑

步姿态

监测心率 利用热成像传

感器在１２小时
内完成监测女

性乳房温度变

化，从而监测

乳腺癌

通过１３个纺织品
电极采集１２导联
心电图

记录步数和足部行走

情况

价格 （美元） ７２０ － １２０ － ６９ －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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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内外便携式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优点、
不足及区别

３１　优点

３１１　便于个人健康管理，降低疾病发生率　由
于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生活作息不规律，大

多数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健康状况

需要重视。现有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可以监测多项数

据，其与互联网连接将监测数据导入移动手机等电

子设备从而进行个人健康管理，早期发现问题并及

时干预处理，降低疾病发生率。

３１２　使用简便、价格低廉，易于被大众接受　
与医院体检中心、健身房等配备的大型健康监测设

备相比，便携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功能集成度较高、

体积较小、使用便捷且费用较低，易于被大众所接

受，广泛应用于各项健康指标监测以预防疾病和科

学指导体育锻炼。

３１３　节省医疗资源和减轻个人经济负担　慢性
病患者、孕妇等需要长期监测和管理大量数据指

标，我国医疗资源短缺［２２］无法完全满足其医疗需

求。因此利用便携式智能可穿戴设备进行相关健康

指标实时监测可以获取更加全面的个人健康信息，

同时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和降低健康体检时间和

成本。

３２　不足

３２１　监测数据方面　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在监测

身体活动量方面，多数运动智能手环仅能记录部分

健康数据，尚未实现对脉象、舌诊［２３］等反映个人整

体健康情况的中医学监测指标的有效测量，无法全

面准确分析个人健康情况。多数智能健康监测设备

不能整合特定周期内数据，无法对所监测数据进行

分析从而提供身体健康报告及建议。此外尚存在测

定数据不准确、不充分以及缺乏信息安全保障、部

分功能被夸大等问题。例如运动智能手环监测特殊

人群步数［２４］、睡眠时长、睡眠效率［２５］仍有一定误

差，影响健身效果。

３２２　用户体验方面　目前主流智能健康监测

设备产品多采用橡胶材料，产品佩戴方式单一、

价格昂贵、美观程度不足。由于设备中测定数据

名称过于专业化，使用者只能获取数据而不能将

检测数据与具体身体情况相联系；缺乏健康报

告、家庭医生一对一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无法

实现使用者健康状态评估。此外无法保障用户隐

私数据安全。

３３　国内外便携式智能监测设备之间的区别

目前国内外常见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在健

康监测指标方面无较大区别，对健康指标的监测多

数具有针对性而缺少全面性。国外便携式智能监测

设备多数具有数据分析功能，而国内相应数据分析

功能较少，在实际应用中缺少专业健康指导。在穿

戴形式上国内外均主要以手环为主，但国外设备穿

戴方式相较国内更加多样化。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存在问题

目前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虽可简单、便

捷地监测重要健康指标，有助于进行个人健康管

理，但此类型设备并非专业医疗监测设备，所监

测数据准确性未能达到医疗级别，不能用于医疗

诊断，无法实现与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互联互通。

目前尚未形成可整体反映个体健康状态的健康

指标集，部分可以反映健康状态的数据未能得

以充分监测，无法实现对个人身体情况的全面

了解。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统一标准，规范数据采集　利用国际或国

家医疗数据采集标准，统一规范便携式智能可穿戴

健康数据监测设备的数据采集，使其所采集的信息

能够与社区医院、综合医院或健康体检中心等医疗

机构实现互联互通、互认、互享，以减少医疗资源

浪费，使个人健康管理更加标准化、便捷化、精确

化、专业化和全面化。

４２２　增加中医学健康监测指标　在现有健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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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指标基础上增加脉象、舌象、体质辨识等中医学

健康监测指标，构成健康指标集，全面反映患者身

体健康状态，协助医生更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或治

疗方案。

４２３　提升设备续航能力　为全生命周期健康指
标监测提供动力保障。

５　结语

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智能便携监测设备功能

及价位等基本特征，阐述现有设备优点及不足，

对比国内外便携式智能监测设备之间的区别，对

便携式智能健康监测设备的监测内容、续航能

力、外观等给予建议，希望随着大数据技术进

步，各类智能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能朝着数据准

确、统计全面、更便携等满足人们需求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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