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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医疗已经渐渐融入我们现实生活中。本文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和我国老年慢性
病现状，结合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的痛点，以患者为中心，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智慧医疗服务在慢性病中的应用：智慧养老、远程医疗、
智能就医、智慧健康管理，并总结分析我国目前智慧医疗服务在慢性病领域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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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8.70%，与 2010 年数据相比，人口占比上升 5.44 个百分点 [1]，

我国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在 2019 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

亡人数占总死亡的 88.5%[2]，慢性病患病基数不断扩大。国家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示，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以基层为重

点，提升基层慢性病防治水平，推动互联网在慢性病防治工作

中的应用 [3]。

1 智慧医疗服务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发布了许多慢性病管理规划政策，如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中国防治规划 (2017-2025 年 )》等。传统的慢

性病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端，例如无法有效地实施慢性病预防、

监测、干预等行为 , 而基于网络技术的 “互联网 +”慢性病管

理模式则可以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且能够充分利用

医疗资源，显著增强患者自我管理的能力 [4]。

随着慢性病患者数量的增加，“互联网 + 慢性病管理”的应

用也逐渐发展起来。智慧医疗服务旨在将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在医学服务中，提高医护

服务质量，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结合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的痛点，

以患者为中心，本文将智慧医疗服务在慢性病中的应用其分为

智慧养老、远程医疗、智能就医、智慧健康管理四个部分 [5-6]。

1.1 智慧养老

我国独居老人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增高，并成为意外伤害的

高危人群 [7]，传统的养老模式无法满足居家养老的安全问题、

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成本问题。智慧养老平台是管理居家

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的互联网平台，运用物联网、云

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供方便快捷的智能

养老服务 [8]，可以有效的消除传统慢性病管理中无法实施预

防、监测的弊端。

智慧医疗设备一般分为智能监测、康复、看护、娱乐等设

备，其可以对血压、血糖、血氧等生理参数和病人健康状态信息、

进行实时、连续监测，实现在线即时管理和预警，此外可以通

过一键传呼等功能，提供家政、娱乐、急救等服务，让老人在

家就可以享受到轻松方便、舒适的服务。

随着老年人口逐渐增多，我国在多个地方建立智慧养老系

统。云南省构建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推行“线上+线下”

的智能社区居家养老方式，结合人体感应、跌倒报警器等硬件

支持 ,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健康分析报告。江苏省张家港市通

过“人像识别 + 智能手环”的方式，为老人提供实时健康体征

监测、紧急呼救、GPS 定位、人工服务质量实时监督等智慧养

老服务。浙江政府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免费发放智能设备，以

智能终端设备为服务的入口，搭配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构筑统一开放的养老服务体系。上海市形成了首批 12 个智慧

养老应用场景需求，让老年人可以享受智能化、方便、实时的

养老服务。

图一智慧养老平台体系图

1.2 远程医疗

远程医疗，即通过网络通讯技术 (ICT) 来扩充就医途径和

医疗信息来改善患者的治愈效果 [9]。由于大医院的虹吸作用再

加上基层卫生设施不足，大医院往往都人满为患，而基层卫生

部门患者却相对较少。医院通过远程医疗等信息技术，让基层

患者享受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为患者提供及时、优质的居家

服务，促进基层卫生服务发展。

远程医疗对居家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结局存在积极影响，

包括可降低认知衰退、死亡率、就医成本，并可增加疾病相关

知识，提高依从性和自我效能等 [10]。此外短期远程管理模式较

常规干预可显著改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指标，提高血糖

控制达标率，减少低血糖事件，增加自我管理能力，优化部分

与疾病管理相关的行为 [11]。袁芸芸等 [12] 研究表面远程医疗干

预可以提高了血压控制率，管理率，患者对高血压的认识，自

我管理能力和治疗依从性。

目前远程医疗普及范围日益拓宽。2015 年 10 月安徽省影

像云远程医疗平台正式成立。在云端平台上，基层患者可以获

得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开展远程影像诊断和线上会诊功能。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平台远程影像诊断 / 会诊业务量累计开

展 84000 余例 [13]，有效解决了基层卫生部门诊断能力不足的情

况。北京市患者通过使用“掌上北京医院”APP，可以在线图

文语音问诊，在家即可享智能诊疗；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开展

与基层医院之间的远程视频会诊、远程诊断等业务，慢性病复

诊的病人可以通过视频门诊复诊 [14]，减少患者就医成本。宁波

“云医院”，已搭建基层医疗机构、基层医生共享的第三方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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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和服务平台，主要线上设置了高血压、糖尿病、心理

咨询、全科医生等 13 个“云诊室”[15]。

1.3 智能就医

智能就医，是指通过医院智能医疗设备给患者提供预约诊

疗、智能导诊、检查结果查询、网上缴费、智能辅诊、电子病

历等服务，使就诊流程更便捷、更高效。由于慢性病治疗时效长，

患者需要经常去医院复诊，而传统的就医耗时长、人流接触密

集，智能化就医过程可以给慢性病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减短

就医的时间。

智能自主挂号机器是结合自主挂号、预约取号、医疗扣费

等服务为一体的智能设备，其可以有效减少医院排队现象，很

大程度优化医院服务质量。此外在医生端，通过 AI 辅助诊断、

智能随访、智能开方、结构化数据分析等智能手段，为医生打

造了高效的慢病管理工具，达到降低院内人力成本，提高医疗

服务者就诊效率，从而实现医院对慢病患者管理能力的提升。

电子病历是用电子设备保存、管理、传输和重现的数字化的病

人的医疗记录 [16]。电子病历是慢性病管理过程中重要工具，可

以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日常就诊记录、慢性病随访记录、家庭

健康信息等进行存储，相对于传统的就诊记录，其更加有利于

医生对患者病情的掌握，也帮助病人对慢性病进行日常监测，

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2018 年，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作为全国首家智慧医院正式

上线，该院在智能支付、智能问诊、人脸识别就诊、智能影像诊断、

人工智能医生等 10 项人工智能领域，开创国内先河。2019 年，

安徽省 5 家医院作为安徽省首批互联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安徽省首批互联网医院，正式挂牌成立 [17]。互联网医院为

患者提供部分慢性病等疾病线上复诊、实施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2021 年，上海市第一医院全面开展基于

5G 应用的“互联网 + 智慧医院服务体系，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已在上海全市实现多个 5G 应用场景 ；医院利用 5G 技术积极探

索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1.4 智慧健康管理

智慧社区健康管理是指利用“云、大、物、移”的先进技术，

通过信息采集、健康风险评估、健康干预、动态跟踪反馈等各

个环节，实现健康体检、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心理咨询、生

活方式指导等全方位、个性化的社区健康管理服务 [18]。慢性病

起病隐匿，潜伏期较长，没有明确的起病时间，社区健康管理

能够提高老年人的慢性病知识知晓率，提高老年人高血压和糖

尿病的服药率和控制率 [19]。

智慧健康小屋包含了预防医学、运动医学、健康管理、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模块，配置健康监测设备，可以对体重、血

压、血氧、心率、体温等身体指标进行测量。社区居民只要用

一张身份证或医保卡，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健康自测、健康评估、

家庭医生签约、公立医院专家门诊预约等便捷服务。

在 2019 年上海市首批 80 个智慧健康小屋建设完成；2019

年江西南城县建设了 120 个“智慧医疗健康小屋”，解决了居

民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问题；合肥市预计在 2021 年底建

成20家左右智慧健康小屋，有效解决社区医生繁重的工作压力；

河南郏县已经在全县推广建成“智慧健康小屋”30 余家 , 让更

多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优质医疗服务。

2 小结 

随着 5G 技术的发展，医疗服务与“互联网 +”结合更加紧

密起来，已经在远程诊断、远程监测、远程手术等领域得到很

好的发展。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智慧养老平台打破养老空

间限制，完善居家养老功能，形成医养结合新模式。由于数据

传输速率和传感技术提高，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将会在基层

得到进一步普及，让优质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分配。智能化就医

流程，有效缓解老年人排队难、看病难等问题，进一步提升了

医疗服务者的服务效率。在未来的发展中，智能设备在不断完

善升级的同时，需要注重于向适老化、助老化方向发展，让老

年人更好地融入智能化时代。智慧健康小屋是提供健康体检，

普及慢性病知识、促进慢性病预防等服务的自助式场所，有效

地实现健康数据管理，推动基层公共卫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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