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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army is a powerful mean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the army 
officers and soldier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army. In addition, military health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medical costs,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amo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improve the medical satisfaction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ilitary health examin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
ada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military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from four aspects: renewing the con-
cept of health management, perfecting th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and carrying out gener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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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队健康管理是新形势下提升军队官兵身体素质，提高部队整体战斗力的有力手段。此外，军队健康管

理还能够有效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减少官兵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率，提高官兵医疗

满意度。本文在分析我国军队健康体检与管理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先

进经验，从更新健康管理理念、完善健康管理制度、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开展普遍健康宣教等四方面对

优化我国军队健康管理体系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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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 70 年代健康及疾病管理的概念开始在美国出现，并迅速被社会普遍认可成为卫生保健市场炙

手可热的新型保健方式。学者 Manthorpe J.、Clough R.等人的研究显示，健康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患病率并节约医疗成本[1] [2] [3]。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军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据 2015 年

《国防白皮书》显示，我国现役人民解放军人数为 230 万人。新时期军队面临着非战争作业环境下的多

种考验，如几乎所有士兵都要面对精神高压的考验，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会增加士兵慢性病患病率，

降低部队战斗力。在有限的部队医疗卫生资源条件下，适时引入现代健康体检与管理策略是现代部队工

作的现实需要。 

2. 健康管理概述 

健康管理指的是对个体或者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提前检测、评估、有效干预，以达到降低其健康风

险的目的。健康管理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可有效降低医疗成本[1]。健康管理是对传统健康护理

的革新，实现了被动病中护理到主动病前管理的转变，能够有效降低慢性及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美国

作为健康管理的最先实践者，目前已形成了六类主流健康管理模式，分别是：生活方式管理、需求管理、

疾病管理、灾难性病伤管理、残疾管理和综合人群健康管理[3] [4]。 

3. 我国部队健康体检与管理工作现状 

3.1. 健康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覆盖面狭窄 

我国军队健康管理工作起步晚，截至目前仍未形成完善的军人健康体检及管理机制，较为规范的仅

有健康体检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受制于军队人员流动性大、分布范围广泛、常规与非常规任务

多等原因并未得到有效落实[5]。此外，现有的军队医疗保健模式“重医疗、轻预防、重体检、轻管理”，

在体检过程中对个体的健康信息采集不全面，如缺乏特殊地域经历及心理健康状况等，部分信息真实性

有折扣，如个人史、家族史等，使得健康风险评估总体缺乏科学评估工具与手段。2011 年，某军事医学

院已研发了一套“军人电子健康档案及健康管理信息系统”，根据军人职业特点，构建了全面的现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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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方法，但该系统仅在部分军区得到试点，未全面推广使用。同时，由于数据共享不足，该系统在

使用过程中面临的信息孤岛问题严重[4]。 

3.2. 健康管理机构不健全，缺乏专业管理人员 

现阶段制造成部队健康管理发展缓慢的原因可分为硬件与软件两大方面，硬件方面：负责军队健

康体检的各级医院条件与设备良莠不齐，特别是基层和艰苦地区缺乏相应的硬件设施。软件方面：部

队卫生干部缺员严重，具备健康管理专业知识与资质的卫生干部更为缺乏[6] [7]。由于缺乏相应的培

训制度，现有卫生人员较少接受健康管理专业培训，能够提供系统健康管理与体检的卫生人员如凤毛

麟角[4]。 

3.3. 健康管理理念更新慢，医疗资源浪费严重 

目前，军队使用的健康体检手册仍为 2011 年版，更新缓慢，疗养院的健康体检标准与项目更是 20
余年未更新，检查项目与官兵实际健康需求不相符。部分检查项目如胃镜、胸片等选检项目被设为了年

度必检项目，医疗资源浪费严重。 

3.4. 健康宣教机制不健全，健康管理浮于表面 

近年来官兵健康体检已成为各部队保障基础实力，提升战斗力的必行举措，官兵的体检意识进一步

增强，能够积极主动参加体检[8]。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健康宣教机制，大多数官兵对于体检及健康管理的

认知仍停留在较浅层次，认为只要未发现器质性病变，即便出现了亚健康状态也不需要重视，不会根据

体检预测结果有针对性的改变不良的生活及行为方式[3]。同时，官兵健康体检的结果数据也未与其既往

病史的健康资料相对接，未做到对健康状态的动态监测、整体评估、及时干预与后续维护，健康管理在

很大程度上仍浮于表面。 

4. 优化我国部队健康体检与管理工作的对策 

近年来，世界军队健康体检与管理工作正朝着健康监测、健康保护与促进的方向发展，军事作业健

康风险评估与控制、群体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等已成为各国军队医

疗系统健康管理研究的重点内容[9]。我国作为世界军事大国，必须正视问题与不足，积极与先进国家看

齐，主动引入探索适合我国军人健康需求的现代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模式，为提升我国军人素质和军队

战斗力提供坚强卫生支撑[10]。 

4.1. 更新健康管理理念，增加个性化体检模块 

要积极引入现代健康体检与管理理念，变传统被动护理为主动健康管理，结合现有军人体检结果数

据展开云计算与分析，对体检项目进行重新匹配。设置个性化体检模块，针对特殊地区、特殊岗位、特

殊伤情经历的军人制定个性化体检项目，对非必要每年进行体检的项目重新划定体检年限，对可检可不

检，预测效果不明显的体检项目适情淘汰，确保体检能够真正发挥作用[11]。 

4.2. 完善健康管理制度体系，构建健康管理平台 

加快军人电子健康档案及健康管理信息系统的推广与使用，打破信息壁垒，提高信息共享等级，确

保各级医院与军队卫生部门都能够通过系统获取官兵相关基础体检数据，解决官兵流动性造成的健康信

息缺失问题。加强检后健康管理系统建设，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促进官兵优化生活方式，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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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扩大军队卫生人员队伍，培养专业健康管理人才 

按照总后相关标准配置军队卫生人员队伍，加强从医学类高校招募大学生士兵和专业健康管理人才，

加强现役卫生干部健康管理培训，使其掌握营养、健康、心理、环境卫生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进一步提升

卫生服务水平。同时，应加大对偏远地区医疗卫生软硬件资源的投入，在健康管理方面为艰苦地区官兵

提供更多服务。 

4.4. 开展普遍健康教育，提升官兵健康管理意识 

通过开展普遍宣传教育，提升官兵自我健康管理意识，促使官兵能够自觉根据自身体检状况，主动

调整不良行为习惯，配合卫勤人员做好健康管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高度重视军队健康宣教，利用杂

志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手段长期开展健康宣传教育，我国军队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传统

媒介宣教与新型媒体宣教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官兵健康教育。特别是要积极利用部队内网、公众号、论坛

等广大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图文、视频多种形式结合的宣教。 
另一方面，卫勤人员应主动提升健康管理理念，以体检数据和既往史数据等为基础，建立官兵健康

风险评估体系，对官兵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监控、评估，为官兵提供实时健康指导，以提升其健康意识

和健康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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