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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医疗保健系统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服务供给不充分与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人民

群众对主动健康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发展、计算能力的提升和新算法开发的帮助下迅速发展。凭

借其快速、准确地数据处理能力、深度学习能力以及多模态数据融合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主动健康管理的发展中已经

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对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中的进一步应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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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ging population, insufficient supply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growing demand 
for medical health in the healthcare 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the demand for active health management among 
the people continues to gr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rapidly developed with the help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improvement of computing pow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lgorithms. With its fast and accurate data processing 
ability, deep learning ability, and multimodal data fusion abil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e health management. In this contex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ctive health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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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健康中国 ”战略的推进，以提高健康水平为目

标的主动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递增 [1]。主动健康管理以人

为本的理念和数据驱动的方法产生巨大的数据需求 [2]。人

工智能快速准确处理大量数据并能通过深度学习处理多模

态数据的特点让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中拥有很大的优

势 [3]。在此背景下，立足国内外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现状，

探讨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与前景十分有必要。

1 1 关于人工智能与主动健康管理的研究关于人工智能与主动健康管理的研究

1.1 主动健康管理的提出与现状

2016年 10月 25日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提出了 “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

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 ”的理念，2019

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促进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主动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的理念。截至目前，主动健康管理的概念尚未有十分明确

的定义。但主动健康的理念，在各大领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

在《我国主动健康的实施现状及对各责任主体实施策略的

建议》中对主动健康综合了一个定义，《主动健康管理模

式的构建策略》的研究者也定义了主动健康管理发展的五

个维度，比较明确地展望了主动健康管理的前景和所需的

政策和技术支持 [5]。

我国主动健康管理还处在萌芽状态，如何构建以主动

健康管理为中心的新形态医疗系统，是目前社会发展的方

向。传统医疗构建的医疗系统已不能满足主动健康发展的

需求，如何适应日益提高的健康管理服务需求，实现主动

健康管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1.2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人工智能（AI）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可

以分为几个关键阶段 [6]。第一阶段是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这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和早期发展。第二个阶段是

从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人工智能因为缺乏资金等问

题进展缓慢 [7]。第三个阶段是从 90年代到现在，人工智能

复兴并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多模

态的应用 [8]，研究人员能够开发更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它们可以执行更广泛的任务 [9]。

目前，人工智能在多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0-11]。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许多领

域。然而，也有关于人工智能的道德和社会影响的担忧 [12]。

人工智能得益于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计算

能力的提升和新算法的开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人

工智能快速、准确的数据处理能力等特性在医学领域已经

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1.3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1966年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莱德利正式提出了 “计算

机辅助诊断（Computer Aided Diagnosis，CAD）”的概念，

后来逐渐成为医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并在 20 世

纪 80 年代达到高潮 [13]。20 世纪 90 年代，医学专家系统逐

步发展成为针对某一种或一类疾病的专项专家系统 [14]。

现今在气候变化引发的大规模事件、新的流行病以及

社会和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下，社会需要一个能够从过去

中自我学习的医疗系统 [15]，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提供了

解决问题的方案。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对医疗保健系统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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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多，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复杂度仍然需要保持警惕态

度，不能忽视由此引发的危险 [16]。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系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部分研究者也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可靠性的质疑，临床

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无法深入，那么

研究的方向可以调整到以提前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管理中。

1.4 关于目前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中应用的研究

目前主动健康管理的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人工智能在

该领域的运用还未有专门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有研究

者认为主动健康管理需要发展健康行为干预技术和产品 [7]。

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到了研究范式转变的节点，研究方法

从定性分析向定量预测转变，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发展，

从传统数据处理转向人工智能 [17]。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

主动健康医学就是基于新的科学范式的思考和探索，在这

个范式里，数据从静态解析走向动态式整体，人工智能将

取代医学工作者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为构建主动健康的

管理提供支撑 [18]。行为信息学和计算机模型在临床评估的

支持下，有望能够改变目前的医疗服务现状 [19]。主动健康

管理实施的难点主要在于行为信息学的大量数据采集、汇

总、分析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并且需要依靠多个科学领

域的共同参与，其产生的数据是多模态的，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让这些数据得以融合 [20]，让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了

解人类健康。

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的领域尚未建立完善的系统，

目前的应用还停留在部分学科、部分研究的数据分析和辅

助研究，前景十分可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人健康

监测方面蓬勃发展 [21]。

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领域的成熟应用需要依托主

动健康管理体系完善、智能硬件普及、多模态数据融合和

分析模型的发展。因此，消费级的智能硬件将在市场经济

的引导下得到快速发展，给主动健康管理的研究积累健康

数据基础。作为医疗系统主导的医院、医学研究者如何快

速地切入市场，主导和运用这部分基础数据，提供指导方向，

将对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起到关键的作用。

2 2 结论结论

在医疗保健系统面临重大挑战、提高健康水平的需求

日渐增加、国家规划要求推行的背景下，构建主动健康管

理模式势在必行。而构建主动健康管理所需要的技术支持、

硬件支持将在人工智能参与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目前，医

疗系统的研究者作为主动健康管理的主导者如何收集、研

究不断积累的健康数据，在确保技术可靠性的前提下，逐

步开发人工智能在主动健康的应用，循证研究，建立科学

的评价方法，是非常重要和具备前瞻性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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