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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 data analysis period of the current disease management mobile medical soft-
ware on the market, the health report is relatively rough, the average user is older, and it is diffi-
cult to grasp the operation of electronic products. 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with long-term data analysis and health monitoring fun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patient-side APP, a family-side APP is also designed. The patient-side receives data from the 
home medical device via Bluetooth and uploads it to the Bmob datab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family receives a reminder to let the family know the patient’s status in time. A short-to-long cycle 
of health analysis is conducted for the patient's current status, and the data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medical drugs are displayed on the patient's side and the family side in the form of graphs and 
reports, respectively. The risk of chronic disease negligence is reduced by combining detailed 
analysis with more medical data and timely monitoring rem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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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市场上现有的疾病管理类移动医疗软件数据分析周期较短，健康报告较为粗略，以及一般使用者年

龄较大，对电子产品的操作难以掌握的情况，本文设计并实现了具有长周期数据分析以及健康监控功能

的健康管理系统。除了患者端APP，还设计了家属端APP，患者端通过蓝牙从家用医疗设备获取数据，

上传至Bmob后端云数据库的同时家属端收到提醒，让家属及时了解患者的现状。并针对患者的现状进

行从短至长周期的健康分析，将数据及就医用药的建议分别以图表和报告的形式展示在患者端和家属端

上。通过结合医学数据更加细致的分析和及时的监测提醒，减少慢性病疏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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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传统医疗向移动医疗的转移[1]。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移

动医疗 APP 出现在市面上。根据调查，目前的移动医疗 APP 基本分为问诊资讯类和疾病管理类，对于慢

性病大部分患者都有管理监控的需求，而慢性疾病管理类的移动医疗软件总体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2]。
比如康泰这个品牌的家用医疗设备提供了蓝牙接口，厂家自身以及京东微联，都针对产品开发了相应 APP，
皆具备了通过蓝牙获取数据，以图表等多种方式展示数据，给予一定的健康建议的功能，而在数据的分

析方面略显浅薄，大多还是只限于范围的基础判定，没有充分结合相关医学知识，并且尚没有兼具查看

和数据监测功能。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的慢性病管理问题越发受到人们的重视。现阶段，

我国老年医疗已从慢性病治疗向失能预防模式进行转变，但由于认知退化等原因造成老年群体在使用移

动医疗产品时产生信息识别障碍等问题，产生了不同年龄群体在使用移动医疗产品时的不公平现象，老

年群体医疗需求激增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3]。老人的儿女并不能 24 小时陪伴在他们身边，所

以他们的生活上、身体上以及心理上的变化不容易被子女察觉，从而得不到及时的照顾[4]。所以，为广

大人民群众解决医疗资源匮乏等实际问题，对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发现健康问题

及时治疗，从而形成一个健全医疗健康管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 [6]。 

2. 系统功能需求 

本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患者端和家属端。用户在患者端可以通过设备测量数据之后，对数据进

行多种方式查看，包括最新数据和所有历史数据，以及趋势图，以便用户可以直观查看数据的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发出患者测量数据的信号；家属端收到患者端发出的信号，弹出通知，家属可以及时通过系统

查看患者的身体状况。本系统(以血压测量为例)的功能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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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functional layers diagram 
图 1. 健康管理系统功能图 

3. 系统设计 

本系统需要用户在注册登录后，先填写自己的身高体重、诊断情况、用药情况等健康信息，以便后

续分析数据。用户通过家用生物传感医疗设备收集相关疾病的测量数据，然后使安装本系统的移动设备

通过蓝牙与生物传感医疗设备建立连接，即可将数据上传至云数据库中存储，并能够在移动设备中查看

所测数据、趋势图以及健康报告，在患者将数据发送至移动设备的同时向家属的移动设备发送通知。提

醒家属患者的数据有更新，家属随后在其移动设备安装的 APP 中可查看患者的测量情况以及健康报告。

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ng procedure 
图 2. 健康管理系统患者端和家属端基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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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分析设计 

通过从生物传感器获取上传的生命体征数据，结合患者填写的个人诊断情况，用药情况，测量周期，

根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的数据界定及参考意见，并且收集一些专家的临床经验数据，分析得出具有

专业指导性的健康报告。以血压的测量和分析为例，首先，根据患者填写的诊断情况，是否确诊高血压，

区分判断的方式，根据血压数据进行血压水平分类[7]，未确诊高血压的通过范围和频度分析，给予状况

判断的反馈报告，提供合理的就医建议。针对确诊高血压的患者，通过其填写的靶器官损害情况，药物

使用品种，及用量，结合血压的趋势走向，进行患者当前状态的判定，提示潜在的风险，给予就医和用

药方面的建议。而一些高血压患者在用药一段时间，血压暂时降至正常后，会擅自减小用药量或停止服

药，对于这种情况，也需要通过血压数据的波动情况和整体平均压的趋势走向来及时向患者反馈自身的

状况，提醒用药或就医。数据分析得出健康报告的过程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Health report analysis process 
图 3. 健康报告分析过程 

3.2. 数据监控设计 

家属端的主要功能是监控患者的测量情况。当患者测量过数据后，家属端可以收到通知提醒，以便

可以及时查看患者的测量情况。通过 Bmob 后端云数据库的数据监听功能，在患者端从设备获取数据并

https://doi.org/10.12677/csa.2018.812204


唐梦琦 等 
 

 

DOI: 10.12677/csa.2018.812204 1847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 

 

更新数据库的同时，监听数据表，并向对应的家属客户端发送通知，从而实现实时监听这一功能。 

3.3.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采用Bmob后端云来存储数据。本系统共设计了 3个表：用户表(_User)、患者信息表(PatientInfo)、
数据表(Data)。用户表(_User)用来存储患者和家属的账户信息，这是用了 Bmob 自带的注册登录函数后，

Bmob 自动创建一个_User 表，用来存账户信息。患者信息表(PatientInfo)用来保存患者填写的个人健康信

息，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数据表(Data)用来存储患者用血压计测量的数据。实体关系图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4. 实体关系图 

4. 系统测试 

用户在设备测量完，并通过蓝牙上传数据之后，点击屏幕下方的数据一栏，可以查看最新测量结果，

点击“所有历史记录”按钮，可以以表格形式查看数据库中上传过的所有血压记录，点击“趋势图”按

钮，可以以直观形式滑动查看由血压数据生成的趋势图，依次如图 5、图 6、图 7 所示。 
 

 
Figure 5. Latest measurement result 
图 5. 最新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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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istory records 
图 6. 历史记录 
 

 
Figure 7. History records 
图 7. 历史记录 

5. 结束语 

本项目的健康管理系统的患者端主要实现了从生物传感器到移动设备的数据传输，移动设备到 Bmob
后端云的数据存储，数据展示，以及根据患者的诊断情况、用药情况和血压数据的变化趋势分析得出的

健康报告，并实现家属端对患者端的实时监听，数据及健康报告的获取。而家属和患者之间的实时监听，

可使不在年迈父母身边的子女能够及时了解其健康状况，做好预防工作，对于逐步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在数据分析方面结合了一些医学知识和临床数据，但相关并发症以及药物的种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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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关联影响等复杂因素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逻辑，这也是之后努力的目标和疾病管

理类移动医疗软件今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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