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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中医药＋智慧养老”发展现况与趋势，阐述中医药在养老领域应用的优势，从中医药与
可穿戴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医疗等方面分析 “中医药＋智慧养老”模式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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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１］，在未来相当

长时间内我国老龄化程度还将持续加深。我国养老

模式目前主要有３种，即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

区居家养老［２－３］。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亚健康、

慢病人群增加，养老诉求发生变化［４］，医养结合将

是未来我国养老模式重点。该模式以医疗为保障、

康复为支撑，将原有对 “衣、食、住、行”的养老

需求向 “品质养老”转变［５］，是对传统养老服务的

补充和延伸。原有医养分离体系下老年人群医疗服

务需求较难满足，医养结合则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

活的基础上还能满足其医疗和养老新需求，符合社

会发展客观规律［６］。目前医养结合主要集中在资金

相对雄厚、服务齐备的养老机构，大多数老年人采

取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模式，医养结合程度不够，家

庭医生签约率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突出［７－８］，

医护服务需求难以满足。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历经几

千年实践、探索、传承下来的独特医学体系，其技

术方法 “简便廉验”，对于常见病无需借助大型设

备就可进行有效治疗，尤其在老年慢性病的防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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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康复护理等方面，优势都非常明显，是老年慢性

病治疗的首选［９］。目前我国已经进入 “互联网 ＋”

时代，根据 “健康中国”战略要求，人工智能、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

件等智慧养老产品已经在养老服务领域得到初步应

用。中医药与智慧养老的融合有利于健康养老资源

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推动健康养老服务智慧化升

级，为不同层次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带来更优解决

方案。

２　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养老防病方面的优势

２１　中医药养生防病理论是历史的沉淀

中医养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底蕴，以中医理论

为基础，集成各家养生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长期

实践中形成的养生体系［１０］。传统中医经过长期实践

经验形成了多种养生理念，比如常欲小劳，但不宜

大疲及强所不堪耳；饮食有节，起居有时；顺应四

时之气；天人合一等，积累了多种保健与养生思

想、方法，不但体现出中医 “治未病”理念，而且

对高龄群体的疾病防范、延年益寿极为有利［１１］。

２２　中医药适宜技术适合老年保健养生

中医药适宜技术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主导推广的中医药专门诊疗技术，其内容丰

富、范围广泛，又称为 “传统中医疗法”［１２］。在内

外兼治、补偏救弊、扶正祛邪等整体治疗和辩证施

治等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开展多种多样的预防和干

预疗法，在基层常见病、慢病防治中发挥重要作

用。随着我国养老领域医养结合模式发展及中医药

宣传力度加大，中医适宜技术日益普及，其养老保

健养生功能得到认同和肯定［１３－１５］。中医适宜技术

具有多种慢性病防范功能，能以病情差异为基础形

成有针对性的临床诊疗方案，凸显个性化治疗思

想［１６］，上述特点有利于其在养老领域应用发展。未

来应进一步提高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慢病管理、养

老服务等方面的普及力度及与高新技术设备的结合

程度，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医养服务。

３　 “中医药＋智慧养老”模式前景

３１　概述

智慧养老将现代科技手段和养老实际需求结合

起来，整合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推动养老服务

更加便捷、高效和智能［１７］。２０１７年 《智慧健康养

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

将通过发展 “智慧养老”行业来解决社会老年化问

题，将大力开发智能养老监护设备与家庭服务机器

人，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与生活护理服务，同时发展

健康监测设备与可穿戴设备，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

健康监护工作。“中医药 ＋智慧养老”模式要充分

发挥中医药养老防病优势，即将中医药的优势融入

到智慧养老设备的开发中，建立以信息化为基础，

以中医药为健康养生主导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与

其他社会服务配合，形成具有科学化、人性化特色

的现代化家庭养老服务体系［１８］。

３２　中医药与可穿戴设备养老

３２１　可穿戴设备的应用　可穿戴医疗设备主要

由终端传感器与互联网两大部分组成，是基于物联

网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医疗服务系统。最初的可穿

戴医疗设备是智能手环，目前已经发展成一系列多

功能仪器，如心电呼吸监测仪、运动监测仪、酒精

监测仪、睡眠监测仪等。多用于养老人群的基础健

康信息采集，有利于客观获取信息、减少人为误

差。由于中医四诊信息采集对医生经验要求较高，

且家庭医生或社区医生无法对老年人病情进行实时

监控，利用可穿戴设备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可穿戴

设备是 “中医药＋智慧养老”模式的基础环节，通

过与中医健康管理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健康数据即

时监测、传输到数据中心，提供数据分析和预警方

案，通过电子媒介远程链接到使用者家庭医生或主

管大夫，同时实现与家庭、社区或养老机构的信息

共享。如远程血压仪、血糖仪以及中医四诊仪等设

备的介入可以对老年人展开实时健康管理，持续为

医护人员提供各种客观数据，通过对实测数据的分

析，医护人员可展开针对性的健康指导，使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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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态处于有效监控中［１９］。

３２２　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中医药健康管理与可

穿戴设备结合的信息化应用还在探索中，虽然部分

技术已经通过了国际标准［２０－２１］，但尚存在技术瓶

颈，数据采集客观性、数据处理准确性和效率等有

待加强。未来通过可穿戴健康设备与中医健康管理

平台健康监测结合模式，可以形成一定养老人群使

用规模和长期用户黏度，而海量的中医健康大数据

以及信息化平台上的管理数据分析是健康养老管理

的重要基础，也是养老模式品质提升的关键因

素［２２］。

３３　中医药与机器人养老

３３１　国外发展情况　为应对养老护理人员稀缺

问题，养老机器人逐渐得到推广应用。日本已积累

一定发展经验，开发出监控、康复、交流等多种类

型养老机器人。实时记录老人的身体与生活状态的

智能设备，可安装在天花板上，既节省空间，又利

于管理人员的观察。管理人员可以轻松掌握老人心

跳、呼吸等身体数据，通过数据智能分析制定更加

精细的养老护理方案，而且还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置

老人中暑、脱水、跌落等突发状况，定时辅助为失

能老人翻身，缓解护理人力不足问题［２３－２４］。

３３２　中医药机器人养老　我国的中医药机器人

已经成为中医医疗器械的开发热点，如南京中医药

大学开发的可自动检测穴位的智能针灸机器人，该

机器人可根据治疗要求调整艾灸位置与针刺深

浅［２５］。又如按摩推拿机器人 Ｅｍｍａ，不仅能精准确

定穴位，且推拿按摩是模仿人的手法来进行［２６］。基

于中医基础理论和适宜技术开发的智能养生机器人

是未来发展趋势，其有别于传统养生保健理疗仪

器，更具智能化和人性化，更贴近中医治病防病理

论特点，可以在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等多场景应

用以满足养老人群健康保健需要，使养老人群足不

出户便可享受中医保健治疗。中医药机器人养老应

当体现中医医疗和护理特色，满足各层次养老人群

需求，包括失能、半失能养老人群照料。采取最新

养老机器人技术，在开发养老机器人时将中医学中

防病治病的技术精髓与优势融入其中，这也是未来

养老机器人的发展方向。

３４　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医疗、云端闭环养老

３４１　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医疗　随着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云端技术日益成熟，

中医药与 ＡＩ的结合也不断发展。近年来中医药与

ＡＩ结合产品的疾病诊断率不断提升，通过数据分析

挖掘用药规律，尤其是名老中医用药规律，利用关

联规则等技术实现机器深度学习、反复练习，不断

提升诊疗效果。有研究显示机器诊疗正确率可以高

达９０％以上。ＡＩ与中医药养老的融合，除可以诊

断外，还能根据老年人体质，对饮食调理等提出相

应建议。结合老年人身体情况精准提醒用药、陪护

聊天，针对提问给出科学回答并提供高效实用的保

养建议［２７］。在大数据帮助下，中医药与 ＡＩ结合，

使机器学习中医 “望闻问切”，通过不断积累数据、

自我学习，逐步提升机器检查诊断能力。目前 ＡＩ

中医体质辨识机器人可以在 １分钟内得出诊断结

果，有助于提升诊疗效率［２８］，提高基层中医医疗服

务水平。

３４２　中医药与云端闭环养老　互联网云的闭环

为数据分析与信息共享提供可能［２９］，医养结合型健

康养老服务机构可实现与上级中医院 （医联体）的

无障碍沟通，社区和居家养老人群也可通过互联网

中医药服务平台与主管医疗单位、签约医生实现无

缝隙对接，除可以享受分级诊疗、专家坐诊、转诊

绿色通道、远程会诊等服务外，还可使用养老产业

链上下游其他企业衍生提供的中医健康咨询、互联

网云端药房代煎及配送中药、老年中医药旅游、情

感慰藉等增值服务，云端闭环式 “中医药 ＋智慧养

老”可推动优质医疗健康资源下沉，带动中医药产

业和养老产业链联动，以满足老年人群不同层次中

医药健康服务需求。

３５　构建中医 “治未病”健康信息管理平台

信息化时代基础数据获取是关键。建立社区养

老人群的中医 “治未病”健康信息管理监测共享平

台是大势所趋。智慧养老时代，发挥社区中医药健

康信息管理枢纽作用尤为必要。 “治未病”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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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医学理论，信息化健康管理平台所收集的各

种数据，是真正实现 “治未病”的重要依据，实现

大数据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建立大样本人群健康

与疾病相关知识库。例如针对亚健康、慢性病人群

研发中医疾病预警和风险评估系统，开展信息化健

康管理平台的一体化管理，系统在获得各种实测数

据后，通过系统内部的体质辨识模型进行综合分

析，对老年人体质、心理以及可能存在疾病的危险

因素等证候情况作出预测，然后进行针对性的跟

踪，以探索证候变化与疾病发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

系。慢性病信息数据库是支撑 “治未病”信息平台

有效运行的重要依据，也是量化评估医疗数据效果

的重要数据来源，能够有效帮助医生对老年人进行

个性化诊疗服务。终端设备不仅能够随时监控用户

医疗数据，还可以进行医患沟通、健康咨询和健康

干预。针对老年人群提供调理建议，制定养生方

案，根据用户症状反馈，通过云端服务器从海量数

据库中提取个体化干预方案，如睡眠紊乱、情绪失

畅、脾胃不适等，提供经络调理、穴位敷贴、中成

药、食疗等安全无创的干预方案。一旦数据反映出

有潜在疾病威胁，立即通知用户到医院或者 “治未

病”中心进行全面检查。以 “治未病”信息服务平

台为基础，构建以大型中医院为核心，区县中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养老服务机构为协同的区域中医治未病服务网络，

发挥好社区中医 “治未病”健康信息管理枢纽

作用。

４　结语

“中医药 ＋智慧养老”结合现代科技，更好地

发挥传统医学在养老领域的优势。面对日趋严峻的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与挑战，健康养老、

智慧养老势在必行。传统中医养老与现代高新技术

智慧养老结合将为养老领域带来更加有效全面的养

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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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登录，通过手机授权登录医院信息系统。系

统默认授权时间为５小时，授权期间登录医院信息
系统签署的文件无需在手机上进行授权操作，超时

后授权自动取消。

５３　后台数据管理

手机盾具有可视化后台管理界面，通过管理

界面可进行用户添加删除、查看文件签署日志、

服务器资源消耗情况以及签章管理等操作。例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院申请手机盾

的用户数量为 ５４６５人，在全院执业医师中占比
９５％以上，执业医师只需通过手机即可进行文件
签署，平均每日使用手机盾签署文件数量约

１００００份，较以往 ＵＳＢＫｅｙ故障率和报修次数大
幅下降。

６　结语　

手机可作为电子证书介质，较 ＵＳＢＫｅｙ硬件介
质使用更为方便。手机盾应用系统充分发挥移动互

联网优势，医护人员可有效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电子

病历审核和签名，实现医疗过程移动化、便利化。

基于手机证书的医院电子认证系统针对移动互联网

业务需求特点、电子签名技术发展趋势以及电子签

名法的法律要求设计新的电子签名解决方案，为低

成本使用电子签名以及相关安全认证提供可靠技术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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