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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智慧健康处方定义、应用领域，分析国内外健康管理服务研究现状，阐述基于疾病风险的智
慧健康处方的构建路径、新型智慧健康处方系统研发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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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健康保健显得更

加重要，居民／患者就医不再单纯满足于传统医疗
护理技术服务，更需要获得健康保健知识及自我保

健技能，这对医疗卫生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２０１９年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

确指出应 “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健康

教育与促进，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

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健康素养人人有”。

健康教育处方是一种有效的个性化非医疗干预

手段，主要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适用、易操作的工

具，引导基层医务人员科学、规范、有效、精准地

提供健康教育服务。在诊疗或随访时，医务人员根

据患者具体情况勾选适宜条目，出具个性化的健康

教育处方，并通过面对面的讲解指导患者遵医嘱治

疗和做好日常健康管理，预防小病变大病，改善生

活质量［１］。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第 ３
版）》在健康教育服务规范中明确将 “健康教育处

方”纳入服务内容中。

智慧健康处方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基层健

康管理中，通过针对居民／患者的疾病危险因素、
疾病进程、个人偏好等因素，为医务工作者及患

者提供丰富、科学的健康信息，辅助基层医务人

员进行个性化、精确性的健康促进、健康管理工

作的重要辅助工具，有助于提高基层健康管理服

务能力和质量。本研究以社区常见病、慢性病的

疾病管理３级预防和重点人群管理为切入点，将
营养膳食处方、健康运动处方、烟酒节制处方、

心理减压处方、中医调摄处方、合理用药处方、

疾病照护处方、康复自我管理处方等 ８方面内容
融为一体，通过构建新型的智慧健康处方，为居

民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干预方案，探索 “互联网 ＋
健康管理”模式下的居民全生命周期、全过程、

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手段。

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２１　国内

国内健康管理服务研究主要聚焦于构建社区服

务理论体系，如上海市闵行区以社区邻里中心卫生

单元开展２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蒋良华等［２］研

究表明，这种便利性较好的管理模式可以增加患者

活动的依从性，也方便社区医生对其进行随访及血

糖监测。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

用知己生活方式疾病综合防治健康管理系统、家庭

保健员培训和糖尿病同伴支持小组活动，对社区糖

尿病患者实施个性化健康管理，改进患者健康行

为，控制血糖水平［３］。随着 “互联网 ＋医疗”业务
模式发展，信息技术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

合［４－５］。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在社区

健康服务中心开展与腾讯公司合作的 “互联网 ＋糖
尿病管理”项目，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管理方案，并

依靠糖尿病移动医疗产品对患者进行长期跟踪提

醒，将相关信息传入慢性病患者档案信息管理系

统，方便医疗信息互动［６］。李亚军等［７］基于 “互联

网＋”技术构建健康管理服务云平台，形成 “Ｏ２Ｏ
服务模式”，建立社区居家养老健康管理服务系统，

帮助社区老人进行慢性病管理。

２２　国外

国外健康管理服务的研究则侧重于通过移动终

端系统实现慢性病患者的自我管理。ＭａｒｙＤＡｄｕ
等［８－９］基于混合社会认知和信息动机行为技能模型

开发了 “我的护理中心”（ＭｙＣａｒｅＨｕｂ）糖尿病手
机应用程序，为澳大利亚１型或２型糖尿病患者提
供循证支持和教育，促进自我管理行为改变。

ＤｅｂｏｎｇＦ等［１０］对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进行研究，开

发糖尿病监测移动应用程序 （ｍｙＳｕｇｒ），通过患者
主动记录的膳食、药物及胰岛素数据和蓝牙、健康

应用等上传的患者血糖数据，以及其他应用程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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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导入的身体活动信息，生成电子报告，帮助患者

进行自我管理并为临床医生提供治疗依据。但通过

全方位构建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影响因素，进而

通过智能化手段匹配个性化健康管理手段的研究还

较少。

３　研究材料与方法

３１　研究材料

通过与北京社区健康促进会、相关社区卫生服

务专家合作，针对不同病种的症状、健康影响以及

用户偏好等因素构建一套动态化、精准化、个性化

非药物干预的健康管理模型———智慧健康处方。处

方的病种覆盖社区常见病、慢性病和重点人群，内

容与 《全科诊疗常规》２００多个疾病相匹配。

３２　研究方法

结合信息技术，完成智能化健康处方转化和智

能化健康处方服务包的制定，构建针对不同疾病风

险级别的健康处方知识库；设计开发智慧健康处方

系统，并实现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互联网网页、

Ａｐｐ和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的互操作和使用；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并融入到患者群体和基层社区临

床中，从健康管控效果、费用成本控制等方面开展

评估，为实现社区全程化健康管理、创新型健康管

理模式提供决策依据。

４　基于疾病风险的智慧健康处方构建

４１　构建流程

智慧健康处方构建分为３个步骤：首先，采用
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现场调研，对疾病预防全过

程健康问题及需求、行为健康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

分析，构建智慧健康处方库；其次，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机器学习和系统建模方法进行智能化健康处

方服务包制定以及患者与处方个性化匹配，并研发

新型智慧健康处方系统；最后，对该智慧健康处方

系统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评估项目的实施效果。

４２　构建内容

４２１　智慧健康处方　针对疾病预防全过程中３
个不同阶段、健康问题和个性化健康需求，综合考

虑生理、心理、病理、生活方式、社会人文、环境

等，构建智慧健康处方。基于指南、临床路径、专

家意见，根据疾病影响因素、症状构建不同疾病风

险等级计算模型，结合患者年龄、生理状态、认知

特点、用户偏好梳理健康处方。

４２２　处方内容　包括营养膳食处方、健康运动
处方、烟酒节制处方、心理减压处方、中医调摄处

方、合理用药处方、疾病照护处方、康复自我管理

处方。

４２３　目的　从系统与电子健康档案数据的互操
作，以及系统应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流程整合等

角度，探索 “健康教育处方”的产品服务，做实、

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最终实现患者疾病风险多

级预警、个性化指导、全流程健康管理干预的服务

模式。

５　新型智慧健康处方系统研发

５１　研发步骤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化健康处方服务包

的制定和新型智慧健康处方系统研发，见图１。首
先，对医学专家编写的处方进行结构化处理，形成

处方库；其次，根据居民伴有不同疾病和危险因

素，建立 “３级预防” ＋ “８大处方维度”的人工
智能模型，以疾病为主线自动解读多模态的健康数

据，实现各类患病因素的自动匹配以及业务流程规

则自动关联，构建能解读多模态健康数据的人工智

能模型；最后，加入 “流程规则自动关联，多推荐

路径”的融合算法设计，使系统底层架构成型。最

终形成智慧健康处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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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智能化健康处方服务包的制定和新型智慧健康处方系统研发

５２　关键技术

系统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３个方面：一是健康

处方的融合，即系统自动筛选和识别８类处方中，

处方冲突或推荐内容重叠交叉内容的规则与算法，

保证处方正确、可靠性；二是健康处方推荐算法，

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不同患者特征，自动匹配

和推荐健康处方；三是健康处方优化算法，即基于

用户健康水平变化、健康管理依从度等系统应用跟

踪数据，进行用户推荐处方更新与优化。

６　实证研究

６１　实施过程

６１１　概述　采用干预社区和对照社区研究设计

方案，对照社区采用传统健康管控模式，干预社区

采用基于智慧健康处方的社区全程化健康管控模

式，然后进行效果评价。干预随访时间为期１年。

６１２　通过调查问卷形式随访　根据观察指标，

结合专家咨询设计相应调查问卷，分别于项目实施

前期进行基线调查，并按照主要指标和辅助指标内

容设计具体调查表。在项目实施中期和终期填写调

查问卷进行随访。

６１３　通过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了解实施效果　每
季度对电子健康档案中与健康处方实施相关信息进

行提取总结，并分析项目实施效果。具体分析内容

在项目实施阶段根据专家咨询确定。

６２　效果评价

６２１　研究假设　通过健康处方社区全程化健康
管控模式的实施，居民认识到营养膳食、健康运

动、烟酒节制、心理减压、中医调摄、合理用药、

疾病照护、康复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了解相关知识

并应用到健康管理中，项目实施总体有效率约为

９８％。
６２２　评价内容　观察指标包括健康管控效果、
费用成本控制、健康结局等方面。主要指标为：疾

病管理中营养膳食、健康运动、烟酒节制、心理减

压、中医调摄、合理用药、疾病照护、康复自我管

理的重要性和相关知识。辅助指标为社区居民满意

度、健康教育依从性、高血压和糖尿病健康知识知

晓率、健康结局改善、健康教育效果、改善健康的

动力和兴趣、费用控制和社区医生工作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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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语

目前项目组构建的模式已经在北京市东城区８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应用。系统整合８个维度的健
康处方，可以针对不同健康阶段、健康问题和个性化

健康需求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建议，按照实

证研究的设计随访和跟踪系统效果。模式的主要创新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全方位健康管理处方的融

合。本研究将营养膳食处方、健康运动处方、烟酒节

制处方、心理减压处方、中医调摄处方、合理用药处

方、疾病照护处方、康复自我管理处方８个方面内容
融为一体。结合信息技术，完成智能化健康处方转化

和智能化健康处方服务包制定，并在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互联网网页、Ａｐｐ、微信公众号等多平台使
用。二是基于疾病风险等级的个性化健康处方推

荐。系统基于疾病风险等级、用户偏好，自动匹配

和推荐健康处方，实现健康处方个性化和科学性。

三是通过一系列评价研究为探索健康教育的有效手

段提供科学依据，为探索建立新型的 “互联网 ＋健
康管理”模式、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服务能力、改

善医疗效果提供参考。目前项目的实证研究尚未完

成，完成评估随访工作后，将根据最终结果调整应

用功能，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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