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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健康的生活理念的追求，健身房越来越多成为人们工作

之余的时髦场所。在智能化进入各行各业后，智能化健身俱乐部成为必

然趋势。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健身房的发展必然影响着太原市经济的发

展。通过调查太原市健身房现状和探究智能化健身房发展，以得出太原

市健身房智能化发展的可行性及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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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俱乐部行业在近几年发展迅速，其数量和规模更是空前
壮大。智能化，也成为当今生活中新的主题和生活方式，因此健
身房也将迎来自己的智能化时代。根据规模结构的不同选取 5 家
健身房作为调查对象，分别是 XX 卡健身（平阳路店）、福 X 健
身俱乐部、XX 倍力健身俱乐部、XXX 阳光国际健身会所、英
XX 健身俱乐部。 

1、太原市健身房智能化现状 
所谓的智能化健身房是全方位的智能化即健身房管理智能

化、健身房器材智能化、健身服务信息智能化。 
管理制度方面，太原市的健身房都是以会员制为主，会员期

限分为月卡、年卡等形式，健身房从其规模上可以大致分为高中
低三种档次。在人员接待方面，服务人员的数量依次降低。高档
健身房会员较少，但收费很高，相对服务人员较多，大多接待人
员专门化程度较高，分工比较明确；中档健身房会员人数多，收
费适中，拥有部分接待人员，但专职化程度较低，但对于部分使
用较多的岗位拥有专门的服务人员；低档健身房会员人数最多，
收费低廉，在服务方面采用一人身兼数职的方式，有少量服务人
员并且有所欠缺。在会员进出管理方面，部分中高档健身房开始
采用较先进的指纹识别系统来控制门禁，但是由于设备投入过
高，对由于其他中低档健身房而言还是使用打卡，人工记录等方
式来管理人员的进出。在健身监控方面高档健身房能做到实时监
控，中低档则无法做到。 

太原市健身房器械设备方面，使用较多的器械包括跑步机、
动感单车、哑铃、举重器、多功能组合练习器等，大多还是传统
的健身项目。三种档次的健身房在器材方面也大多为普通器材，
只是在数量和种类方面有所差别，但就智能化而言，就个别器械
如：跑步机上会有心率、步数、消耗能量的指数显示但并不能够
为健身者保存数据和提出意见。 

太原市健身俱乐部中，还是采用传统的以人的服务为主的服
务方式。私人教练方面，男性多于女性，总体趋向于年轻化，高
档健身房配有大量的私人教练，能够做到一对一的专人指导，这
些教练学历相对较高，拥有比较健全的健身知识及授课经验，拥
有从业相关资格证。中低档健身房私人教练数量较少或缺乏，这
些私人教练虽然拥有较高的学历烦缺乏全面的健身知识。这些健
身房对健身教练的从业资格有一定的标准，但不是很高。其次在
健身项目方面，高档健身房项目较多，除了传统的健身项目以外
还开设有许多课程，如瑜伽、街舞、肚皮舞等，课程课时较多，
几乎每天都有，并且还有单独的游泳池。中低档健身房则项目较
少，课程也比较单一。 

2、发展对策 
2.1 采用智能化健身管理方式 
首先要改变的是健身房的进入方式，废除原有的人员登记制

度，采用指纹扫描、身份证扫描或者脸部扫描等方式，只需远程
监控即可。其次要加强互联网与健身房的有效结合，运用云端技
术实时监控健身房环境状况，通过远程控制设备，使健身房创造
最舒适最适合的运动环境。再次要实施网络预约，网络登记的方
式，这样做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还提高了健身房的运转效率。最
后采用智能化的管理之后，可以有效的延长健身房的运作时间，

因为无需人的参与只需要远程控制，增加健身房的运营时间，迎
合了更多人的健身需求。 

2.2 运动设备加快智能化 
现有太原市的运动设备都是传统的运动工具，它们过于机械

和死板，不能与会员产生良好的互动，更没有过多的运动提示等。
我们需要引进一些新的运动设备，或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加入
传感设备，这样使得会员的健身及身体状况能够得到实时的监
控，同时将这些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会员的手机终端，并能够
根据现有情况进行健身计划和健身提醒。运动设备的智能化是实
现健身房智能化的第一步，只有完成好这一步才能使健身房智能
化得以更好的实现和发展。 

2.3 健身服务逐渐智能化 
首先，太原市现有健身房存在教练员短缺、现有教练综合素

质低，专业知识差的现状，考虑到专业知识好的教练薪酬要求较
高，一些健身房由于经费有限，没有能力邀请好的健身教练，且
好的健身教练数量有限，无法兼顾过多的工作。这就需要采用智
能化的健身服务系统，我们可以采用网络授课的方式进行实时指
导，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课时费用，同时也可以依据个人喜好预约
自己满意的教练。这样做既满足了会员的需求，又能够在全国甚
至全球范围内合理的分配教练资源，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合理配
置。同时，智能化的健身服务能够为我们定制适合自身状况的健
身计划和建议，让我们的健身不再盲目跟风，更加的适合会员自
身，这样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更加符合大众对健身的需求。其次、
制定合理的健身计划和进行健身提醒。现代人由于繁忙的工作，
健身时间过于零碎化且运动方式比较随性，喜欢什么方式就用什
么方式过于随意，没有系统的计划。这是可以针对不同的需求如
健身、减肥、塑形、减脂等不同需求为其定制适合的健身计划并
按时提醒。这样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健身房的发展。
最后，将健身过程中的所有信息上传如云端设备，使得会员能够
实时的了解自身的情况，同时也为健身过程做记录，更有利于会
员了解自身状况的同时，也为教练的指导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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