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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患者数量日益增多，慢病群体基数也不断增

大，而慢病管理体系及慢病预防意识的缺乏仍是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基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

术赋能慢病管理，探索应用健康预警算法、系统服务、在线商城、健康管理和宣教四个主要功能，助力

解锁慢病管理新模式。同时融入医学院校特点，将护理人文关怀贯彻于慢病管理之中，更好地满足患者

需求，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积极解决地域差异性与不平衡性等问题，努力实现慢病管理智能化、

便捷化、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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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 pandemic era, with the deepening of aging in China, the number of el-
derly patient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opula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is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awareness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re still lacking.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based on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enable chron-
ic disease management, explore and apply four main functions of health early warning algorithm, 
system services, online shopping mall, health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to help unlock the new 
model of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integ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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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implementing nursing humanistic care in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better meeting 
patient needs,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edical services, actively solv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mbalances,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intelligent, convenient, and integrated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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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慢病管理背景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养老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截至 2020 年底，

中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9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这意味着中国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经

济社会上的“未富先老”和社会制度上的“未备先老”问题已经凸显。同时，老年照护、医疗服务、活

动欲求、精神关怀等需求不断增加，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生存与精神需求同养老服务供给不平衡不

充分的矛盾或成为制约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中明确提出“实施‘互

联网 + 养老’行动”，强调互联网要与养老服务的有机融合，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等产品助推养老事业的发展，“互联网 + 养老”成为创新养老模式的重要

抓手。因此，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养老产业具有极大的市场前景。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这一政策中提出，“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

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在当前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的前提下，

本项目以“提供更高质量水平的医疗服务，实现全生命周期”为出发点，将重点放在了老年群体上，同

时迎合“互联网+”的大环境，通过人工智能与网络平台造福老年人群。 

2. 慢病管理现状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提出国家应统筹

医疗优势力量推进慢性病各种治疗、护理及管理的研究，其中应着重解决包含“互联网+”健康医疗、精

准医疗、大数据等应用。202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社区医养结合

能力提升行动的通知》。通知指出，重点以慢性病等老年人提供健康宣教、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

护理、安宁疗护为主，兼顾日常生活照料的医养结合服务。在此前提下，“数智化赋能”助推慢病高质

量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1]，国内各地区以及机构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发达城市先后开展社区慢性病综合管理研究，且受到各方基金的资助。 
目前我国较多地区已经以 AI 技术为基础，搭建了众多慢病管理平台，应用效果良好。传统的慢病管

理主要是患者自我管理和医生定期管理相结合，而患者自我管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医生因为工作繁忙，

有时对于患者的管理也不够细致、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人工智能和慢病管理相结合可在监测血压、

血糖管理、用药提醒等方面给予指导，督促患者谨遵医嘱，保持健康的行为习惯，以控制心血管病。帅

仁俊等[2]研究设计了一种基于 AI 的慢病高危管理及管理效果自动评估系统。该系统以患者病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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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建立健康档案，并用 AI 技术为依托对有慢病的患者进行风险评估，从而进行监控和跟踪，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LABOVITZ [3]研究表明，依托 AI 的实时监测有可能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并纠正不当行为。

强联智创公司，顺应当代大数据背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年龄、性别、症状、有无家族史等一系

列信息进行预测，判断病人是否处于稳定期还是高危期[4]。 

3. 慢病管理困境 

3.1. 慢病基数大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在不断提升。根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数据显示，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人

数已超过 3 亿，死亡率达 533/1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86.6%，慢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近 70%，远高于全

球水平[5]。 

3.2. 慢病体系缺乏 

目前我国慢病体系稍未建立成熟，流程缺乏规范性。老年慢病管理智能化终端设备的研制还处于探

索试验期，大部分地区慢病管理中的血压、血糖、心率等常规监测及家庭康复护理等服务仍需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或家庭医生上门提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没有达到智能化健康管理的理想状态[6]。 

3.3. 慢病防控意识缺乏 

研究调查发现我国居民对慢性病的认识程度较低，尤其是老年群体对该类疾病知识的了解知之甚少

[7]。此外，研究发现有高达 69%的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且存在共病的比例较高[8]。但人们对共病的认

识欠缺，缺乏应有的慢病防控意识，往往等到慢病急性发作、疾病进展才进入医院就医，这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疗效[9]。 

3.4. 基层医疗卫生水平落后 

农村地区基层医疗水平差，服务功能不健全。由于基层工作量大、薪酬绩效低、激励不足，社区优

质医疗人才流失严重，全科医生、中医药人才引不来、留不住，慢病管理的主力军严重欠缺[10]，医疗卫

生水平落后。 

4. 互联网模式慢病管理平台在慢病管理中的新实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也朝着更高需求层次发展。在人

口老龄化加剧的时代环境下，老年人对于自身健康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于健康状况实时监测的需求也大

量增加。基于当前的时代与政策背景，“数智化赋能”助推慢病高质量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1]，本平台

身靠医学院支持，将结合医学院校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数智赋能平台，将老年慢病管理智能化、便

捷化、一体化。具体实践框架图详见图 1。 

4.1. 健康预警算法 

系统以互联网为提托，通过对用户基础数据的采集，设计了健康预警算法，实现健康监测和监测预

警功能。 
首先，我们是以 AI 技术为重点，使用物联设备实时监测慢病患者的体温、血压、血糖、心率、血氧

饱和度等一系列身体指标[11]，通过平台数据库与大数据进行对比后绘制出与被监测者相适应的日常身

体健康曲线图，并给予通俗语言分析，以便于用户实时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同时由于个体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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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模块对每个人的身体指标都进行长期存储，数据分析系统通过这些长期存储的数据对每个慢病

用户的身体指标不断修正，形成定制化的数字画像计算识别用户健康优良状态，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的

健康解决方案，从而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进行群体的高发性慢病管理。同时，监测数据会同步上传

至各大医院的数据库，如平台用户前往医院就诊，即可通过存储的数据实现更精确更全面的治疗。此外，

我们所构建的平台还可设置智能提醒，以防部分用户忘记定期锻炼、按时检查或服用药物。 
 

 
Figure 1. New practice framework of Internet model in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图 1. 互联网模式在慢病管理中的新实践框架图 

 

平台通过物联设备实时监测用户健康状况，一旦患者脱离其实际画像的范围则形成预警消息。根据

其紧急程度分为紧急预警消息和提醒提示消息两个模块。紧急预警消息的优先级高于提醒消息，当紧急

预警消息产生时，紧急联系人页面端将出现自动弹窗并发出警报声音，弹窗内容包括老人姓名、住址、

联系方式、危险因素等信息，若五分钟内紧急联系人未处理消息，将第一时间拨打联系人电话号码。提

醒提示消息则以红色闪烁字体发布在用户及家属端，提醒慢病患者近日身体状况。 

4.2. 系统服务 

平台还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提供了多个应用服务，包含人际交互、用药提醒、家庭社会支持、在线

陪诊、远程问诊、“互联网 + 护理”等多个服务，充分考虑慢病管理中的多个业务需求，并提供个性

化的系统服务。 

4.2.1. 人机互换 
目前慢病患者多以老年群体为主体，鉴于大多老年人文化水平有限，对于新型科技产品的适应度较

低，同时考虑到目前大多老年人的语言习惯与主流相差略大。本平台采用极具关怀性的人机交互模式，

通过与 AI 服务助手以语音模式交流的方法，极大程度避免文字交流的不便。同时采用方言语音服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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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提升老年用户的体验感。使用户对于平台的亲切感增加，化 AI 为知友，是这类特殊人群的最大福

音。 

4.2.2. 用药提醒 
结合无线传感网络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应用程序，智能药物管理系统可以在设定时间提醒病人用药，

且每隔 10 min 提醒 1 次，直至病人服药打卡。同时计算剩余药量，及时提醒用户或监护人补充药品，提

高了老年慢性病共存病人用药自我效能，促进长期康复目标的实现。科学技术应用与慢病管理的结合，

不仅可以提醒病人及时用药，也进一步提高病人的服药依从性[12]。 

4.2.3. 家庭社会支持功能 
利用大数据挖掘有预测价值的生命体征以及其数据的变化趋势比某个普通节点的值更有意义[13]，通

过物联设备监测获取的健康数据及分析报告，将自动发送至患者端小程序及微信公众号个人主页；同时，

数据也会同步传至子女端，便于子女了解独居老人身体情况。若对于居住在养老机构、老年人活动中心

及社区医院的用户，也会同时将数据传至社区家庭医生及养老机构处，方便了解患者情况，共其统一管

理。 

4.2.4. 在线陪诊(公益类) 
本项目身靠医学专业院校，医学生可利用其专业知识提供志愿反哺社会，因此平台决定采用人工智

能技术制订志愿者人物画像，根据用户需求匹配合适的志愿者全程陪同患者就医，志愿者也将承担部分

健康宣教任务，有针对性的向慢病患者及家属普及慢病的基础知识、治疗原则、生活方式管理、二级预

防的重要性等健康知识，加强患者对其慢病基本知识的了解，从而重视自身生活管理，优化慢病控制水

平。使陪诊服务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 

4.2.5. 远程问诊 
考虑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老年人行动不便、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本项目采用线上预约一对一视

频问诊，为居家患者提供服务。医生根据诊疗情况，开具检查治疗，患者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凭借检查单

进行一键预约，病史影像资料等检查结果同步上传。医生通过上传的病史影像资料结合现场远程问诊提

出相关诊疗建议，出具远程诊疗报告，由云药房开具处方用药，并由外卖平台送货上门。实现患者足不

出户便能享受到贴心诊疗服务的便利诊疗生活，昭示着未来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方向。 

4.2.6. 互联网 + 护理服务 
临床中发现许多慢性病患者病情稳定出院后仍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护理康复的需求，需要反复多次到

医院就诊解决单纯护理问题。此外，浙江省作为“互联网 + 护理服务”的先行试点省份之一[14]，要求

医疗服务线上线下结合，减少奔波次数。因此，本项目采取“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根据患者

护理需求匹配相应专业的上门护士，为慢病患者且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的护理服务，使患者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规范专业的护理，促进疾病康复，满足群众的多样化护理服务需求[15]，同时极大地减轻了照护

人员和家庭的负担。 

4.3. 健康管理和宣教 

平台通过“互联网 + 健康管理”模式，结合物联设备与网络宣教内容，实现患者管理智能化，健

康知识普及化，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4.3.1. 健康管理 
有研究证明，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 + 健康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自主管理能力[16]。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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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设备可进行患者居家的症状监测和客观健康数据的管理，自动将数据传到模块终端汇总。通过慢性病

智能随访决策支持模型分析，链接到相应的慢性病循证知识库，将其日常健康的治疗计划、生活方式教

育、饮食推荐、运动指导和用药指导等，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定时定点播报给用户。 

4.3.2. 健康宣教 
健康宣教是心理护理的一种方式，贯穿于疾病的预防、治疗、护理的全过程。有效的健康宣教不仅

可以提高患者对健康知识知晓率、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17]，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帮助缓解地区医疗资源

的紧张。本项目根据用户的身体状况，起居时间不同等特点，寻找以及制作高质量健康宣教视频，人性

化定时播报与用户相关的健康内容，从而达到惠及使用者，有效提高慢病的管理与预防的效果。 

4.4. 在线商城 

将平台与物联网技术相结合，发挥医学的优势和特点，构建在线商城以满足大众足不出户看病的需

求。激发用户打卡兴趣，设置积分制管理，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4.4.1. 智能护理商品 
平台通过与智能设备厂家合作，为用户提供更加有效且高质量的智能护理商品。智能护理商品如智

能手表、按摩椅、陪伴护理机器人等，均附有视频和照片形式的详细使用说明，从而保障用户能简单方

便操作智能商品。同时，平台提供在线商城客服，帮助用户解决商品困惑，提供售后保障。 

4.4.2. 常规慢病护理耗材 
在慢病护理的过程中，需大量的护理耗材，如口罩、各种护理包等。为保障用户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平台会邀请护理耗材的商家入驻商城，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护理耗材。所有类型的护理耗材，平台会标注

详细的使用时间期限，让用户避免使用过期耗材，对于护理包，平台也会详细介绍其中物品，以便用户

更好了解其用途和使用方法。通过专门的慢病平台获得慢病护理耗材，可以保障护理耗材的质量，从而

让用户更放心。 

4.4.3. 积分礼品兑换 
平台设置打卡积分排行榜，用户通过每日按时规律锻炼和饮食打卡可获得积分，在排行榜上可展示

用户的排名及成绩，激发用户的竞争意识和打卡积极性。同时获得积分可以兑换心仪礼品，激励用户长

期坚持打卡，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和生活方式。平台设置的礼品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品，如大米、五谷杂

粮、无糖食品、油等，这些礼品迎合了大多数老年人的喜爱，可以调动用户打卡的积极性。 

5. 未来与展望 

本平台迎合老龄化与“互联网+”的大环境，通过监测、测量与同步数据，用药提醒，监测预警，陪

诊服务，运动和饮食管理等方面综合管理慢病，满足用户需求，做出科学指导。对于平台的未来，我们

在持有信心的同时也作出以下方面的持续性更新。 

5.1. 模块分区精细化，提高用户体验感 

大数据和大模型是推动 AI 发展的重要引擎[18]，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正式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19]。运用“互联网+”为用户提供精确、便捷、实用的服务平台乃大势

所趋。 
本平台也将进行更新升级，引入更加智能化、个性化的功能，如平台的模块分区走向清晰化、精细

化，减少用户不必要的繁琐操作。同时根据用户使用反馈情况改进细节，便捷老年患者操作，如字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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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页面色调、分区顺序等，做到个性与实用并存，优化用户体验，提高用户满意度。 

5.2. 加强宣传力度，力争受众青睐 

根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居民对于互联网平台辅助健康有较大兴趣及较高接受度，虽然居民对于“互

联网+”的具体开展情况了解不多，但表现出高需求度与强烈意愿[20]。本平台目标群体为患有慢性病的

中老年患者，一般情况下，慢性病患者病情稳定时会选择居家治疗，因此，利用智能手段进行实时监测，

对慢性病患者来说是最具性价比的方法。因此，本平台会加强宣传力度，提高目标用户对平台的认知度

和使用率，同时设置 24 小时客服答疑，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和沟通，帮助用户更大程度了解平台对于病情

的辅助功能，将“互联网+”促进健康落到实处。 

5.3. 结合人文关怀，促进身心健康 

我们致力于将人文关怀与本项目相融合。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设备无法提供患者所需

要的情感交流，使被照顾者缺乏人文关怀的照护[21]。因此，本项目将充分发挥医学院校的专业优势，将

护理人文关怀融入医疗健康服务的全过程，让每位患者感受到人文关怀照护。平台将着重建设网络社区、

交流服务，增强医护与患者、患者与患者、家属与患者的联系，做到有话可说、有难可帮。 

5.4. 完善服务体系，落实老有所医 

同时，我们也将考虑目标群体间的地域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国务院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

明确指出，需加快建立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确保老年化医疗服务正常，把医疗服务延伸至家庭与社

区当中，尽快完善居家老人长时间照护的服务体系，此外，政府需为失能老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建立

相应的补贴制度，以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22]。在政策支持下，平台也将为用户搭建桥梁，邀请专家

实行线上问诊，大大降低求医费用，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的优势，打破地域限制，使患者有病可医、有

医可求。 
综上所述，数智赋能慢病管理平台将有效助推慢病治疗高质量发展，结合医学知识与科技手段，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为慢病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平台也

将加强与政府、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各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慢病管理的健康发展，为实现“健康中

国 2030”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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