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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研究移动健康对体医融合的启示，拓展体医融合领域研究，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研究认为：移动健康具有便捷性、普及性、智能性、个性化、社交性的特点。移动健康的应用

价值：优化医疗供给侧改革；改善健康维护和预防干预；可穿戴及便携式设备促进移动健康智能化发展；

提高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当前体医融合存在信息孤岛；缺乏精准健康服务；缺乏积极主动参与；应用程

序单一，融合度低的问题。移动健康对体医融合的启示：精准服务，健康干预；协同推进，数据共享；

建设平台，强化管理；完善终端，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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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study the enlighten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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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healt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nd help build a healthy China. Research shows that mobile healt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nience, popularity, intelligence, personalization and sociability. The ap-
plication value of mobile health: optimizing the medical supply-side reform; improving health 
maintenance and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Wearable and portable devices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mobile health and intelligence; Improving self-health management ability. At present, 
there is an information islan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edicine; Lacking of 
precise health services; Lacking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ingle application and low integrat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mobile health to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accurate service, 
health intervention;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and data sharing; Building a platform and streng-
thening management and perfect terminal and precise d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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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信息技术领域发展最快的是移动通信与互联网”[1]。由于医疗资源有限且分配不均的现

状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智能手机的全球化普及更使其成为人们搜索信息的新路径，医务人员和

亚健康群体间有效沟通渠道亦得益于移动设备的线上终端。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性和共享性能满足人们

随时随地的健康需求，远程监测健康信息，实现个人有效的健康管理。从而符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健康医疗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缓解时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就医形势，移动健康的私有性和便利性

符合人们健康隐私心理。移动健康管理服务作为平台工具，能够随时随地为人们提供生理健康数据，并

以可视化的图表形式呈现，从而帮助人们及时调整日常行为，最终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疾病预防

控制能力和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目标。移动健康作为一种便捷程度高、可视化清晰、不受时空限制的健

康管理模式，从而使规模大、成本低和自我管理的日常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移动健康作为前沿医疗

健康模式，能够克服医疗资源的限制，将无限的现代科技力量和有限的医疗资源有效进行融合，促进人

们生活理念的转变，深化健康意识，实现慢性疾病的有效防治。 

2. 移动健康概述 

2.1. 移动健康定义 

移动健康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来提供健康体检、健康干预、疾病评估、诊疗辅助、慢性

病跟踪等健康管家服务[2]。移动健康日益成为政府优化卫生服务资源配置，医院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效率，

形成全民积极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有效平台。 

2.2. 移动健康特点 

移动健康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智能化水平高，移动健康设备能够实现医疗服务流程、

医疗疗效监督、医疗传感器、医疗警示系统等方面的整合，具备智能感知功能，以便不受时空限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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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地智能检测人们的体征数据以及日常运动数据，从而便于平台专家按用户需求适时反馈健康数据；

二是便捷性好，时下智能手机已经遍及用户，人们随时随地可借助智能终端如手机、电脑等，查询有关

健康信息，以便获取健康服务，方便快捷的实现用户与专家之间的线上交流沟通，节省医疗时间和管理

成本；三是普及面广，时下我国移动互动互联网的用户已经超过 8 亿，移动健康借助互联网能够逐渐普

及，达到面广；四是个性化强，移动健康智能终端通过智能终端平台，需要用户通过实名个人身份人脸

认证，详细记录个体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需求[3]。根据全程检测的健康数据，从而进行个性化的身体健康

筛查与评估，依据数据反馈，给出针对性的建议提示，亦可按照个体健康需求，定期推送健康服务；五

是社交互动，移动健康平台根据用户的体验与需求，开发社交圈，实现用户心理反馈，通过发表动态或

者发表帖子，随时随地分享健康乐趣与困惑，实现社交互动。 

3. 移动健康的应用价值 

3.1. 优化医疗供给侧改革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及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我国现阶段医疗服务供应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具体而言是医疗服务总量不足，区域间分布不均，结构性不平衡，人民健康需求与公共卫生服务之间存

在差距。为改善医疗服务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需要进行医疗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于创新

体制机制，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提升供给的效率与质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慢

性病人口剧增、居民地理位置分散、医疗资源短缺等社会健康问题的出现，移动健康主要解决传统医疗

痛点问题，其刚性需求体现强烈[4]。移动健康平台使医疗机构之间互联互通，突破时间限制，医患随时

互动交流，降低了医疗成本，提高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 

3.2. 改善健康维护和预防干预 

移动健康对用户实施全程全方位生命体征监测，利用大数据对个人健康数据进行科学分析与深度挖

掘，科学评估人体机能健康状态并给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在出现亚健康状态或疾病前兆时及时阻断其发

展，使人们形成预防治未病的健康观念。移动健康有助于科学规划医疗资源，避免不必要的医疗咨询和

服务，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人们通过移动健康平台自测并远程咨询医生，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治疗。

通过自我评估和远程诊断工具发现人们早期的慢性疾病，线上医疗专业机构对人们进行及时有效的医疗

干预。通过移动终端实施远程诊断与救助，缩短诊疗时间，保证人们及时获得医疗服务[5]。医生可以通

过音频或视频的形式直接对人们进行会诊，预测健康趋势，线上诊疗与线下康复相结合，为人们制定个

性化的饮食、运动干预方案，通过健康跟踪不断调整健康管理方案。 

3.3. 可穿戴及便携式设备促进移动健康智能化发展 

健康医疗可穿戴及便携式设备已经是时下时髦健康产品，设备原理是根据光学、温湿度和生物电等

不同传感器，适应智能手机处理器芯片，通过健康平台，对用户的人体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以便收集到

健康数据，进行信息处理并传输结果到终端，满足了人们对健康医疗的需求，整合了移动设备、传感器

和无线电通信技术，便于人们通过衣服或饰品来实现健康数据记录[6]。借助日常可穿戴设备，人们能够

实时采集到生理健康指标数据，通过数据平台传输到后台专业人员的手中，从而远程诊断需求者的健康

状况[7]。运动监测类可穿戴设备，亦可通过数据的智能化算法量化运动状况，对运动者的运动状况进行

监测与数据收集，实现数据分析与健康监测，对于健康危险，及时发出警报，提示运动者以及医务人员

及时进行健康指导，减少健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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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高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随着微博微信等公众移动平台的建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选择公众号获取健康咨询信息。

移动健康实现了人们从被动防治到主动参与健康的转变，人们借助电子设备传感器，监测生命体征数据，

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识和责任，自觉执行饮食和运动计划，后台专家定期向人们推送健康状态信息和

生活知识，提高人们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移动健康通过短信、互动语音视频等方式适时地对人们进行健

康教育，通过自动化的提醒服务改善人们的饮食和运动状况[8]。移动健康平台可通过数据整合，指导用

户健康运动，规律生活，规律作息，助力人们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4. 移动健康对体医融合的启示 

4.1. 精准服务，健康干预 

移动健康应在不同年龄群体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客户，根据不同个体需求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服务。

根据个体差异及每日身体情况，推荐适合个人的养生方法。将个体的运动需求及身体指标及时传递给亲

友，根据人们需要精准推送健康信息。完善健康服务的管理、社交和购物功能，创新相关功能和服务，

为用户提供精准化健康知识，个性化健康方案及线上线下健康指导。线上专家可以根据人们的身体情况

设定个体化的触发报警参数，构建健康信息推送系统，解决个性化健康预定、咨询和运动处方等问题，

从而对自身健康进行有效监督。移动健康中的环境与位置信息感知、人们健康状态和运动信息感知都能

辅助医生和体育专家进行精准决策，从而为人们提供精准智能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当人们的健康数据低

于或超出预先设定的数值时，邮件警报就会传输给后台体医专家和家属，使得专家及时对人们进行适时

的干预。移动健康平台将被动治疗转为主动防控，通过线上直接互动优化体医资源配置，降低医疗成本，

将线上沟通与线下操作相结合。通过移动健康平台，将科学的运动处方传递给有需求的人群，实现对人

们健康状态的监控管理和预警。 

4.2. 协同推进，数据共享 

针对运动处方执行中所需的各种运动器材和健康监测设备，建立统一的应用层数据交换协议和信息

处理形式，制定数据命名方法和信息元标准，实现从可穿戴设备到运动处方数据库的自动化数据采集，

提升体医融合服务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立统一的信息标准，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功能与成效，使得不

同层级的医疗部门、体育部门与人们之间实现信息共享。通过体医融合平台，人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

随时随地详细查询和学习相关健康知识，在保健防病的同时，亦能够通过自我学习与健康锻炼，提高身

体素质与生活品质。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实现高效率、跨组织的线上交流

与协作配合。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平台信息化建设，为体医融合创立良好的发展环境。线上体医专家经授

权可以查询人们的健康数据并跟踪运动康复过程。将健康监测信息、病历数据和区域健康档案相融合，

平台为人们提供健康监测、饮食运动指导等健康服务。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类有健康需求的人群进行信

息采集、运动监测和体质评估，以维护个体健康的目的。及时通过微信、手机等多媒体平台学习健康知

识，用最少医疗费用实现最优健康管理。有助于帮助人们自我管理身心，预防慢性疾病。 

4.3. 建设平台，强化管理 

在移动健康平台上，后台专业的医学专家、营养专家和体育专家会对人们的健康信息进行审核，并

给出专业的意见。同时结合用户的身体情况将人们需要的健康信息准确传递给有需求的用户。对不同年

龄的慢性病人群进行分类运动指导，实时监测人们的运动数据和生命体征，在危急时刻自动报警。体医

融合以终端为载体提供了人们与专家交流的平台，能根据人们身心特点不定期推送健康宣传信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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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鉴等多种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信息。提高人们对运动干预慢性病等健康知识的了解，密切维系人们与专

家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对慢性病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人们通过平台随时随地与后台专家进行健康沟

通和及时反馈，从而有效将人们的健康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鼓励人们在平台上分享运动经历、临床信

息和健康目标，满足用户对健康知识的需求，实现健康知识与信息的实时共享。对医疗案例进行事后警

示研究，加强慢性病群体和高危群体的健康知识教育，提前做好干预措施，避免健康问题严重。 

4.4. 完善终端，精准对接 

运动处方是体医融合的核心科技，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运动处方线上平台，以平台为载体，体医专

家快捷地为用户精准提供智能化个性化专业化的运动指导。将智能运动设备、可穿戴监测设备等接入手

机移动端，以便精准采集人们的运动数据。在平台存储不同年龄、不同健康状况人群的运动处方库，后

台体医专家有权限对运动处方库进行管理，及时调整、上传新的科学运动处方覆盖全部人群。线上运动

处方库也存储不同人群的运动处方范例，涵盖了处方对象的运动状况、身体素质、慢性病情况等信息，

以供人们在平台更准确地找到相应的运动处方范例进行匹配，国家运动医学机构认证的运动处方师对人

们进行一对一的科学运动指导。丁香园是移动健康的代表性平台，发布一系列健康产品，并设有线下诊

所。专业提供数字化的医疗健康服务，着力打造一个集健康信息共享、体质动态监测、科学运动规划的

高质量体医融合健康平台。通过发行虚拟货币盘活体医融合关联产业，人们可以用虚拟货币检索、下载

健康信息，购买体医健康产品，人们也可以通过发帖、回帖和参与活动获取虚拟货币。通过打卡体、徽

章、红包、等级等多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体医融合平台将体育和医疗专家、用户进行去中心

化的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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