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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日常健

康状态的关注度日渐上升。健康管理的目标是通过

对生活方式相关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实现民众健康

教育，提高其自我管理意识和水平，预防和控制疾

病，减少医疗消耗，提高人群生命质量。健康管理

的手段主要有健康信息采集、健康监测、体质评

估、健康干预、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健康复健

等［１］。中医健康管理意识早在 《黄帝内经》中就有

所体现，该书提出了 “治未病”的思想，强调 “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这也是中医健

康养生、预防、保健的重要理念［２］。

中医健康管理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推进的过

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一是健康数据采集，包括

健康状态监测、中西医参数采集等；二是健康档案

建立，包括健康数据存储、关联、医患数据共享

等；三是健康状态评估，包括分析健康监测数据以

描绘动态健康状态，对健康风险进行评估与预警；

四是干预调整，包括健康方案推荐、就诊建议和医

生咨询指导等；五是效果评价与再循环过程，包括

对干预后的健康状态评估、就医效果评价和进入下

一个周期的健康监测过程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逐渐应用于健康

管理的过程中。如在健康信息采集检测方面，通过

便携式检测设备、可穿戴设备、柔性传感器、中医

四诊仪、物联网等进行全方位的健康信息收集和监

测。在健康档案建立方面，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

健康状态信息进行客观、规范、连续的采集、储存

与处理；在健康评估方面，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机

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手段，

可以对健康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利用深度学习、

规则引擎等技术研究符合中医思维的算法模型，形

成从数据参数到健康状态的辨识判定，从而形成对

健康状态辨识体系的智能优化与反馈［３］。在健康干

预方面，基于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智能推荐算

法，可以根据状态辨识和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为

每个对象制订个性化干预方案，进行分类干预。在

整个健康管理过程中，健康信息的存储、交换、分

析、计算、反馈是最基本的需求［４］。

２　平台构建总体规划与设计

中医健康管理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环境下，以人

体健康状态为核心，建立智能化的中医健康状态

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对人体健康状态全周期整体、

动态、个性化把握［５］。在此背景下，研究团队设

计了中医智能健康管理云平台，拟通过全面实时

的健康监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健康状态辨识

和方案推荐，基于前期建立的大量中医养生知识

库进行健康干预。智能化中医健康管理云平台通

过建立医患交互的链接实时了解用户健康状态，

及时反馈健康变化。平台针对失眠、糖尿病等慢

性疾病提供相应问卷调查，允许用户上传血糖、

血压等检查结果，对其健康风险进行评估，帮助

用户了解自身患病的可能性进而进行早期预防、

干预、提示及时就诊等。通过监测健康数据绘制

健康趋势分析，帮助诊疗医生了解患者整体动态

的健康状态，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平台针对健

康人群提供体质问卷量表，通过体质测评给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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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体质调养方案、智能推荐养生知识，从而指导 用户自我调摄，见图１。

图１　平台构建总体规划与设计

３　体质辨识与健康管理

体质辨识是中医健康管理的特有测量技术与方

法之一，其主要成果是中华中医药学会在 ２００９年
发布的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６］。该量表共包含

９个亚量表、６０个条目，其中每个问题按５级评分
（没有、很少、有时、经常、总是），通过计算原始

分和转化分，依照标准判定体质类型。由于量表问

题较多，研究总结了体质状态中核心的４０种症状，
包括 “便粘不爽、容易疲劳、烦闷不乐、高度近

视、过敏性疾病、黑眼圈、胡思乱想、家族性疾

病、精力充沛、精神不振、渴喜冷饮、口干／口臭、
口渴喜饮、懒动喜静、面色晦暗、怕冷、皮肤粗

糙、皮肤干燥、偏瘦／虚胖、容易不消化、容易困
乏、食欲不振、食欲较好、手足不温、手足心热、

睡眠安宁、睡眠不好、疼痛、体态适中、胃纳佳、

无明显不适、五官干涩、喜肥甘厚味、喜肥腻煎

炸、喜欢叹气、易患口疮、忧郁脆弱、油光满面、

语音低怯、指甲增厚”。通过一般情况和核心症状

选择进行体质初步判定。通过初步判定后，回答

《中医体质问卷表》中的相关问题，每题按照５级
评分，计算原始分和转化分，依标准判定体质类

型。依据体质类型，从养生知识库中推荐相应的养

生保健方案。

举例如下：如用户出现 “便粘不爽、烦闷不

乐、懒动喜静、皮肤粗糙、虚胖、不容易消化、容

易困乏、食欲较好、睡眠安宁、喜肥甘厚味、喜肥

腻煎炸、油光满面”等症状时，提示提问以下８个
问题：您感到胸闷或者腹部胀满吗？您感到身体沉

重不轻松吗？您的腹部肥满松软吗？您有额头部油

脂分泌过多的现象吗？您上眼睑肿 （或者有轻微隆

起现象）吗？您嘴里有黏黏的感觉吗？您平时痰

多，特别是咽喉部总感觉有痰的感觉吗？您苔厚腻

或者有舌苔厚厚的感觉吗？如果这８个问题的答案
都是有并且处于经常或者总是的状态下，则初步判

定该用户痰湿体质。通过知识库推荐相应的养生方

案，山枳减肥茶 （山楂、麦芽、枳实、厚朴、火麻

仁、绿茶各５ｇ，加水煎煮取汁，代茶饮），以供用
户参考使用。

４　健康监测与健康趋势分析

４１　健康监测

４１１　健康状态信息采集　健康信息主要由体检
信息与诊疗记录组成。体检信息包括个人中医辨识

情况 （症候和舌脉象等中医基本特征、体质辨识）、

体检生化指标信息、功能检查等信息。健康信息的

采集和实时监测是进行健康管理的首要条件。研究

中，除体质量表外还拟定了 《常见身心症状自评量

表》（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９０）、《生活质量
量表》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３６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Ｆ－３６）、《特
质应对方式问卷》 （ｔｒａｉｔ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ＣＳＱ）、《抑郁症状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疾病状况调查量表》等，以满
足不同健康状态信息采集需要。在系统后台中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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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进行自定义配置。

４１２　慢性病信息采集　目前中医健康管理、治
未病主要面向慢性病管理，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

病、高血脂、肥胖症等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的管

理。生活质量提高是有效的评价指标和健康管理导

向需求［７］。因此在健康管理云平台上设计了血糖

仪、血压仪及心率监测的数据传输接口，用户可将

在家自主监测的不同时间点的血糖值、血压值和心

率值同步到平台上，进行数据存储和管理。

４１３　中医诊疗信息采集　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
特色诊法，四诊信息采集获取对健康状态的辨识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很多健康管理系统会通过

简便的舌色分析进行基本的体质辨识或健康状态辨

识。因此研究中在健康管理云平台上设计了舌象、

脉象、面象的调取接口，通过终端设备采集相关信

息，集成至平台进行存储和管理。并综合临床其他

表现信息，整体进行体质判定或健康风险评估。

４２　健康趋势分析

通过监测获取的各类数据，用可视化的方式直

观展示，以发现健康变化的趋势、特点。尤其是针

对慢性病患者，运用风险评估量表或计算模型，根

据用户上传的动态变化的健康状况，及时给予干预

措施，如调养方案或就诊建议等，见图２。

图２　健康状态总览

５　健康干预

５１　定义及作用

健康干预是指对影响健康的不良行为、生活

方式及习惯等危险因素以及导致的不良健康状态

进行综合处置的医学措施和手段。具有降低疾病

风险、控制疾病进展、减少医疗费用等作用。中

医养生保健体系建立了多种方法帮助人群强身健

体、预防疾病，合理调摄以控制疾病发展，从而

维持人体健康状态。在现代健康管理理念及中医

知识和理论的指导下，有学者提出了中医 “五位

一体”的健康管理模式，包括生活指导、中医特

色技术应用、辨证施食、药物指导以及情志调护５

个方面的干预［８］。

５２　方法

研究建立方案推荐的算法模型，根据监测的数

据进行健康状态辨识和健康方案推荐。针对一般人

群主要进行体质辨识和体质养生方案推荐。针对患

有慢性病的人群则根据慢性病的量表和相关指标监

测进行状态评估、中医证候辨识和相应养生方案推

荐。养生方案来自于研究前期建立的中医养生知识

库，该知识库已经对中医食疗、药膳、推拿、按

摩、音乐、运动及其他中医药特色养生保健知识进

行了系统梳理。如失眠症的中医健康干预，通过对

睡眠状况、情绪变化、饮食状况、头面不适、胸腹

不适、全身不适、二便情况、舌象情况、脉象情况

９个方面进行症状问题汇总，从而进行中医证候的

初步判定。例如判定为失眠的心脾两虚证，则推荐

相关的中医特色保健方法，包括耳穴压丸法等，按

照推荐强度给予星级评分。推荐强度按照有效性、

安全性、经济性、易用性、普适性５个方面进行评

价，如果该疗法在以上几个方面均在文献中有支持

证据，则判为５星，如果有一个方面没有支持证据

则判为４星，依此类推。推荐的方案按照星级进行

排序，星级最高的排在最前面，一般推荐３～５个

方案。

６　健康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健康管理拥有巨大的

服务空间和多样的服务模式。目前，国外已采

用无线通信技术、感应技术、计算机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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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等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形成较为完善的

信息化健康管理体系，如通过在线健康社区网

络平台进行健康指导与管理，对患者进行疾病

的预防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等［９］。借助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家庭、社区重点推进

的格局［１０］。在此大环境下，研究利用多移动终

端的服务方式，通过微信小程序、平板客户端、

Ｗｅｂ等多种模式为大众提供健康服务。如小程

序服务主要面向普通大众，调取手机的摄像头

和存储，来进行问卷收集和舌象采集，通过判

定给予相应的体质调养方案，供用户选择使用。

对于养生保健机构，可提供平板客户端服务，

针对用户的具体问题，提出养生保健方案供保

健机构人员参考。对于医疗保健机构，可提供

专病的干预方案服务，如耳穴、推拿、保健等

中医特色疗法的推荐服务。

７　结语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利于促进中医健康

管理的发展，可以实时掌握健康状态，通过中医的

望、闻、问、切和各类医疗仪器对个人健康状况进

行采集，汇集包括生命体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环

境因素、个体主观感受、病理变化等健康数据。研

究建立的智能化中医健康管理云平台集成了中医四

诊的客观化分析，利用移动终端的摄像头等采集设

备，搭载自主研发的分析算法平台 （如舌诊算法平

台），保障了中医健康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为健康状态辨识提供可靠前提。中医健康管理能够

准确获取民众的健康状态，在中医健康管理信息实

时储存、动态更新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判断和及时

干预，实现 “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充分利用互

联网和５Ｇ技术对人体健康变化进行追踪、反馈和

远程管理，促进健康管理信息的反馈和质量

提升［１１］。

智能化中医健康管理云平台研发紧紧围绕中

医治未病理论，充分利用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结

合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服务，提

供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保健服务。平台通过互联

网建立医患健康数据共享管理链接，为用户提供

预防保健与健康管理支撑。平台集成图像分析等

智能化技术，将中医舌、面、脉信息与西医血糖、

血压等检查指标相结合，设计简化的问诊问卷，

快速获取用户的健康问题，通过智能推荐算法，

在丰富的中医知识库中提取合适的养生调摄、特

色疗法等干预措施，协助医生对患者进行健康指

导，从而形成高效的健康管理状态，合理利用现

有医疗资源。但同时在应用过程中还发现一些问

题。一是数据采集问题，虽然血糖仪、血压仪监

测已得到普及，但由用户自主进行中医四诊信息

的采集还有一定困难。舌、面象信息目前主要依

靠直接调取移动端如手机或平板的摄像头进行采

集，但受到光线、拍摄角度、像素等影响，辨识

准确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数据融合问题，

目前采集数据包括检验数据、中医四诊数据、健

康监测数据、日常生活数据等，如何综合应用这

些数据对人体健康状态进行综合辨识、整体把握

尚待解决。三是健康干预的落地使用，目前该平

台以线上服务为主，难以保证推荐方案的真正实

施和按要求使用。基于以上问题，中医智能化健

康管理云平台需研究多模态数据融合方法，真正

利用好健康大数据为健康管理服务，建立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指导个性化定制的养生保

健服务。

参考文献

１　郭小双，郑剑南．中医体质学说在临床健康管理中的运

用 ［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２０，１８（１５）：

１３４－１３６．

２　雷黄伟，李磊，周常恩，等．中医健康管理研究现状的

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分析 ［Ｊ］．时珍国医国药，

２０２０，３１（１０）：２５２５－２５２７．

３　夏淑洁，李灿东．中医诊断现代化与健康状态辨识

［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９，６０（４）：２７７－２７９，２９４．

４　俞洁，周常恩，陈梅妹，等．大数据技术在中医健康管

理中的应用 ［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７，５８（１４）：１１８９－

１１９１，１１９９．

（下转第６９页）
·８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



展决策［１２］。应根据远程平台协作业务，分类分级建

立各类型数据库［１３］，例如将医院基本信息、人员信

息、业务开展使用量等信息分类整合，建立卫生资

源数据库，有效支撑医联体内医疗资源分配。根据

远程会诊病例信息切实做好远程质控工作，建立疑

难病例数据库，分析各类型专科疾病特点和问题，

将大数据应用到临床工作和科研中，实现远程大数

据和临床工作紧密结合，从而推动远程数据成果转

化［１４］。将远程平台工作与医联体工作进行全面融

合，形成闭环管理，有效推进大数据库建设，促进

远程协作平台高效持续发展［１５］。

４　结语

通过构建一站式远程协作服务平台并开展实践

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医务人员对平台的使用频率，

同时通过将远程医疗、教学培训、业务办理等相关

功能整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

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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