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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孕产妇健康服务开展背景及需求，阐述基于孕产妇个人信息构建用户健康画像的智慧孕产妇
健康服务系统技术方案、应用效果及设计创新性，指出该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提升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水平，

提出问题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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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孕产妇健康服务是妇幼健康管理的重点内容，

提高妇幼健康水平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工程［１－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

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 “互联网＋”医学教育和

科普服务［３］。“互联网 ＋”孕产妇健康教育模式的

实施可有效降低非医学指征的剖宫产率和产后并发

症发生率，保障母婴安全，提高孕产妇依从性，最

终达到提高人口出生质量的效果［４］。提高妇幼健康

水平、发展普惠孕产服务体系是贯彻落实国家生育

政策的积极举措。智慧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通过信

息化手段，实现孕产期宣教、健康服务的院外延

伸，对孕产妇健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是医院智慧

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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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业务背景及需求分析

２１　孕产妇健康知识宣教模式

传统孕产妇宣教模式以线下授课、科室宣传

板、宣教册为主，在时间花费、资源投入以及服务

可及性等方面存在不足［５］。部分医院通过互联网远

程授课，包括网络直播、科普文章等形式。但互联

网宣教存在一些问题：孕产妇学习动力不足，产检

医生无法对孕产妇进行实时指导；没有课后问卷、家

庭监测等工具配合，无法了解孕产妇学习有效性；课

程学习连贯性差，无法按照孕产妇个人情况推送合适

的健康知识；孕期教育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不能解

决孕期保健能力提升等问题。相关研究表明视频、

线下体验等多元化授课形式联合全程健康教育可有

效提高孕妇自然分娩率与孕产妇保健能力［６］。

２２　孕产妇保健范围延伸及信息化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产前保健提出５大类３９条建

议，其中包含营养干预措施、对孕产妇和胎儿的评

估、预防措施、常见生理症状干预措施等［７］。孕产

妇及胎儿的评估、诊断及疾病治疗已逐步发展成

熟，但健康促进工作仍在不断探索。研究显示孕妇

合理的自我管理及家庭干预对于降低妊娠并发症以

及实现良好的妊娠结局有促进作用［８］。此外包含宣

教、饮食、生活方式、心理、用药指导、实验室指

标监测、家庭监测等措施的孕期综合保健指导所产

生的临床效果较好［９］。孕产妇保健标准化实施的最

便捷方式是实现信息化管理，通过信息化手段干预

孕产妇保健能够显著提升孕检有效率，降低剖宫产

率及产后出血率，保障母婴健康［１０］。通过互联网＋

平台，助力孕产妇健康管理模式创新，实现智慧孕

产健康，是社会的必然要求［１１－１３］。北京协和医院

为了让孕产妇便捷地享受到优质服务，获得包含营

养、运动、心理、孕期疾病等多方面的孕期健康知

识，实现由院内诊疗到院外健康管理的妇幼保健服

务延伸，创新性地设计、构建孕产妇健康服务系

统。系统综合考虑孕妇个人、家庭、社会等全方位

需求，将健康服务贯穿于整个孕产期，将线上、线

下健康管理结合，采集、分析孕产期数据，提供个

性化健康方案，辅助医生为孕产妇开展全面的健康

教育及院外管理。

３　系统技术方案

３１　整体方案

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依托智慧互联网平台，

秉承 “智慧医疗、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利用

信息化手段对孕产妇信息进行采集整理，形成孕

妇个人画像；针对不同孕程、妊娠风险的孕产妇，

通过标签匹配方式触发健康服务数据库，提供个

性化健康服务指导。系统将院内、院外孕产妇健

康数据互通互联，形成闭环反馈，为医生复诊时

提供孕产妇院外行为数据支持。系统主要由健康

管理平台、患者 ＡＰＰ嵌入模块等 ４部分组成。健

康管理平台：实现孕妇学校管理、健康知识维护、

社群管理、服务定制、定期随访、院外行为跟踪、

服务干预记录等业务，提供孕妇健康管理用户画

像、膳食能量份数计算、健康食谱推荐、监测数

据分析等算法支撑。患者 ＡＰＰ嵌入模块：协助孕

产妇进行课程学习、家庭记录、社群互动等活动，

包含健康方案、健康日记、饮食记录、监测记录、

用药记录、服务报告、社群互动等模块，提供患

者健康监测、健康问卷填写、服务报告查看、宣

教知识学习、社群交流等功能，通过 Ｈ５方式嵌入

医院患者 ＡＰＰ中，结合 ＡＰＰ挂号、检查检验预

约、线上诊疗等功能，为孕产妇提供一体化健康

管理。医院信息系统医生站嵌入模块：为产科及

相关科室医生提供医患社群邀请、服务报告查看

（包含学习情况、行为、体重、血糖、血压等报

告）等功能，提供诊疗辅助。医生ＡＰＰ嵌入模块：

包括预警提醒、社群互动、健康方案查看、健康

日记点评、问卷结果查看等功能。

３２　系统架构

系统整体架构主要包括交互层、业务层、数

据层等。交互层提供医患双方交互界面。业务层

完成孕产妇信息采集———健康方案制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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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执行的整体业务流，通过自动化算法和智能

识别工具实现标准化服务路径，以社群形式构建

孕产妇交流社区，提升用户依从性。数据层实现

与医 院 信 息 系 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Ｓ）以及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等对接，从而形成完整的孕产妇健
康档案，见图１。

图１　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整体架构

３３　业务流程

系统用户包括在医院产检的孕产妇、孕妇学校

管理人员、产科及相关科室医护人员。孕妇在医院

建档后，系统自动将其纳入健康服务系统进行管

理，实现院内、院外业务连接，保证专人专业化服

务。首诊－家庭监测 －复诊业务流程：孕妇在院建
档后系统自动发送短信，邀请孕产妇通过 ＡＰＰ加入
孕妇学校，为其提供合适的宣教课程以及符合孕妇

身高、体重、孕周等信息的营养方案、家庭监测计

划，自动将其加入互动社群；医生在复诊时可以查

看孕产妇学习及家庭监测情况。针对部分特殊孕产

妇，医生可通过系统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通过健

康量表及问卷深入评估风险因素，推荐适合的饮食

方案、服务计划，见图 ２、图 ３。孕妇学校业务流
程：为孕产妇提供从怀孕到产后４２周适宜的学习
内容，包括产检、新生儿护理、营养、运动、心

理、分娩镇痛、用药、口腔护理、中医等多学科知

识。孕妇学校负责人在健康管理平台创建课程后，

孕产妇可根据孕周数、产后阶段、是否病房待产等

情况学习相应线上课程，也可提前预习和反复学

习。课程学习情况会形成阶段报告，供其主治医生

查看。孕产妇也可预约线下课程、获取听课凭证、

课上签到、课后填写问卷。孕妇学校负责人可查看

报名及签到情况、课后问卷情况等，见图４。

图２　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业务流程 （首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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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业务流程 （复诊）

图４　孕妇学校业务流程

３４　网络架构

系统采用内外网混合部署，内外网间通过专线

连接，保护医院内部网络安全。孕产妇相关诊疗数

据及健康数据均存储在院内，通过防火墙、入侵检

测等措施实现与互联网有效隔离，保障数据安全。

４　系统应用效果

系统为孕产妇提供免费健康管理服务。上线５
个月时孕产妇用户注册数量达到１８００人，线上课

程学习量达到 １１８６９人次，饮食情况记录量达到

４０３２人次，体重情况记录量达到１２４６人次。系统

使用大幅提高孕产妇健康管理和知识获取便捷性，

解决健康服务局限于院内、家庭健康数据难以收

集、无法精准宣教等问题，保障孕产妇保健及宣教

工作切实落地。对孕产妇而言，能享受到线上孕妇

学校的个性化健康指导，体验医院优质、连续的健

康服务。系统根据孕产妇个人情况推荐合适的课程

内容，更好地满足孕产妇当前健康状况及需求。如

孕３８周临近分娩时推送关于产后哺乳、新生儿喂

养、产后抑郁等知识。由传统的线下课程转化为线

上基础课、线下精品课相结合的形式，增强妇幼保

健服务便捷性和可及性。对孕妇学校管理人员而

言，系统能够直观展示孕产妇学习情况，方便收集

孕妇学习体验和改进意见，快速生成孕产妇学习报

表，满足管理决策及数据上报等需求。对产科及相

关科室医护人员而言，可通过院内工作站、医生

ＡＰＰ随时随地查看孕产妇院外监测结果，全面了解

孕产妇健康情况，为诊疗提供决策支持。系统帮助

医护人员从以筛查、治疗为主的产检模式转化为融

保健、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为一体的全流程健

康服务新模式，由短期院内管理延伸到全孕程的院

内、院外集成管理。

５　讨论

５１　系统设计创新性

一是解决孕妇院内诊疗与院外服务难以衔接问

题。医疗服务延伸的主要阻碍是诊疗服务与健康服

务数据难以互通，导致院内医疗服务主体与院外用

户数据难以匹配。该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孕产妇

健康信息进行采集，将院内诊疗与院外执行情况结

合，形成院内外信息闭环，为医护人员诊疗决策提

供数据依据。二是基于个体特征生成用户画像，提

供精准健康指导。由于每位孕产妇身高、体重、孕

程、妊娠疾病等情况不同，系统采用标签算法对孕

妇进行数字化描述，构建孕妇画像，通过标签匹

配、触发健康服务数据库，分析个体数据并进行方

案匹配，形成个性化健康方案。三是充分考虑健康

·１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服务便捷性，构建多终端协同模式。孕产妇服务是

具有一定周期的健康活动，服务连续性往往决定了

健康管理质量，提高孕产妇依从性以及医护人员便

捷性是健康管理的关键。系统通过互联网连接医患

双方，以健康管理平台为核心，形成医生 ＨＩＳ端、
医生ＡＰＰ端、患者ＡＰＰ端等多终端协同模式，借此
将孕产宣教融入生活，孕产妇能够随时随地接受健

康教育，医护人员能够突破医疗环境限制利用碎片

时间对孕产妇进行健康管理，医院可实现以诊疗服

务为主向诊疗服务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转型。

５２　存在的不足及未来方向

一是院外数据仅局限于孕产妇自主采集，尚未

融入物联网技术。系统数据采集仅通过孕产妇自主

填写完成，手工填写效率、数据可靠性较低。未来

有望与可穿戴设备对接，通过蓝牙、ＷＩＦＩ等形式与
物联网设备连接，实现数据自动采集与传输，提高

院外健康数据采集便捷性和可靠性。二是缺乏对孕

产妇全周期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利用。目前系统实现

院外监测数据与部分院内医疗数据的整合，能够为

医护人员诊疗活动提供一定支撑，但缺乏对孕产妇

全周期数据的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未来考虑将孕

产妇健康管理数据纳入全院一体化数据中心，构建

更加全面的数据服务，为临床诊疗及科研活动提供

有力数据支撑。

６　结语

基于 “互联网＋”的健康管理将孕产妇健康服
务 “关口前移”，提高孕产妇健康管理质量［１４－１５］。

整体来看孕产妇宣教及健康服务工作仍处于探索

期，妇幼远程健康服务质量标准尚未形成。北京协

和医院孕产妇健康服务系统是贯彻医院智慧服务理

念的有效尝试，一定程度上满足健康知识宣教、健

康服务等方面的切实需求，针对孕产妇的健康管理

模式有望扩展到其他专科患者健康服务中。希望通

过此次尝试，引导医院构建更优质的健康服务工

具，拓展医疗服务半径，探索专业宣教、健康管理

信息化应用，为诊疗与健康服务结合的医疗模式转

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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