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中药· 预防医学研究 

 ·8· 

“宜食”健康饮食家庭中医营养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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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摘  要】现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性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特别是人们日常饮食习惯与其息息相关。“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等

都离不开“口”中医膳食养生便可以从饮食来治疗调理慢性病。为了帮助慢性病患者进行更好的饮食治疗与调理，通过中医食疗理论指导下，搭配合理

食谱并结合现代技术与成熟的手机应用程序设计开发了一款饮食管理监控慢性病的平台 APP。这款 APP 与各大医院医护专家建立联系并根据平台内监控

反馈数据分析个人体质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地管理与治疗。采用现代化数字信息技术与数据分析监测，设计慢性病中医营养治疗食谱和手机端管理系统，

完成了一个界面简单，操作容易、交互的针对慢性病患者饮食管理监控与病情治疗平台 APP。该平台的功能实现旨在让我国慢性病患者群体可以容易便

捷地获得中医膳食营养管理指导，更加有利于慢性病患者控制饮食调理身体有效控制慢性病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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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中医营养饮食治疗对慢性病有一定理论基础 

中医饮食治疗对于慢性病的管理和治疗有一定效果，中医饮食是基

于中医治病理论，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它积累的理论经验能根据人体气血

与脾脏阶段性的不同情况，随后通过饮食进行干预，调整身体情况，提

高抵抗能力，减少生病的概率，也可以使病情减少复发的次数来实现对

慢性病的治疗管理。 

1.2 中医药膳发展概况 

中医药膳历史久远，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古人就已经在寻找可以治病

的草药并在寻找过程中发现有的草药除了可以治病还可以成为日常吃的

食物，随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吃的食物也是否可以治病或养生，

也意识到不同食物的益害。所以或许古人很早就知道了“药食同源”，并

出现了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员也就是最早有记载医官——食医【4】。现如今

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越来越追求养生，药膳也在不断地发展从满

足人的口腹之欲到现在如何做得更美味同时也能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发

生。 

2 中医对慢性病的认识与研究 

中医对于疾病的病因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金匮要略》上有明确记载：

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此；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

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

病由都尽。这段文字将人的生病原因分为三类【5】，其中一类疾病便是因

为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与心理行为方式而导致的慢性疾病，和另外一种

因为免疫力低身体生病后疾病不断深入进入身体肺腑各处的慢性病。 

临床中通过控制慢性病高危因素的产生是预防慢性病发生的主要手

段。慢性病高危人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体质偏颇性。因此，依据中

医“治未病”理念，通过中医中药手段协助调理偏颇体质，对于降低慢

性病发生风险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6】。 

2.1 中医对慢性病饮食管理的实践 

既病防变是指疾病刚一发生，做到尽早诊治，阻止疾病的继续发展

与传变【7】。在这一个阶段中，应当特别注意饮食的禁忌，防止饮食不当

而加重疾病，甚至产生他病。慢性病其中的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

病是严重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该病出现与发展过程都与患者饮食

息息相关。对此除了要控制饮食之外还要注意饮食禁忌，慢性病患者不

应再食用高油炸、泡菜、咸菜等腌制食品；还有高糖油腻的食物更要注

意生活习惯不抽烟喝酒等。 

不同年龄段患者饮食也是不一样的以中医药膳为指导实践：少儿阶

段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脏腑娇弱且处于生长期则需要养好脾胃不可食生

冷食物，应少温补根据少儿身体状况药膳用药性平稳缓和的食材进行辅

佐；青壮年阶段身体较好脏腑功能旺盛但由于慢性病等病情和生活压力

易过度劳累、血气亏损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此时药膳应选择补肾、养血

气、抗疲劳等功效的食材；老年阶段由于半生长时间操劳会出现心肺功

能大幅度下降、体虚失眠骨质疏松这个时候应长期坚持饮食管理，饮食

也要以补养为主，服用健脾养血益寿的药粥、药汤的药膳。 

3 互联网背景下中医对慢性病营养管理 

由于我国在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进程较晚，没有形成统

一、权威的健康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主要形成“ＫＹ－３Ｈ”健 康管理

模式、心身整合健康管理模式、“互联网＋”中医健康管理 模式、“四位

一体”中医健康管理模式、“五位一体”中医健康管理 模式等【8】。其中

“互联网＋”的中医管理模式就是本次要进行设计出发的理念，与现代

化数字信息技术结合智能设备，监测、分析、整合人体健康数据，在平

台上实现医患远程交流、平台对其进行每日监测管理饮食与身体状况分

析，有效资源进行利用加快中医结合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提高病

患的有效治疗率促进健康生活。 

3.1 基于中医对慢性病营养管理系统平台设计 

3.1.1 慢性病中医营养管理 APP 平台设计与应用 

在技术方面 APP 的开发可以使用编程语言和开发工具进行应用程序

的设计，使用 Android Studio 开发平台和相应的编程语言（如 Java、Swift

等）进行代码编写，并实现各项功能。中医营养管理 APP 定位慢性病患

者群体，利用大数据分析后台进行数据管理记录用户每日实时数据，与

医生平台看诊和每次身体检测报告的数据存档分析整理，并把数据的分

析结果和建议生成反馈到患者手机 App。并且后台要进行患者每日饮食

管理的推送，为不同的慢性病患者制定专属的饮食食谱。 

中医营养管理移动端 APP 的设计其中 移动端 APP 包括医院专业

人士端 APP 与病患端 APP，医院专业人士端 APP 内是有关于慢性病患

者的基本患病信息、病历档案、每次就医后的医嘱信息等相关信息资料，

同时也详细记录了患者不同时间段的身体数据情况，更加方便医生及相

关专业入驻 APP 的权威专家进行病情治疗和制定饮食食谱管理做参考。

也可以实现医护人员与患者通过 App 进行线上诊治、在线开医嘱、开药

方、对日常饮食进行叮嘱等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指导。 

3.2 慢性病中医营养管理 APP 的版块功能 

对 APP 内容版块进行分组：用户个人中心、线上问诊数据存档、智

能线上检测病情、药品购买中心、饮食科普做法、社区互动、心理疏导

功能。 

（1）线上问诊数据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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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登录 APP 后通过确定好的医院与医生进行诊治，医生通过患者

今天描述情况进行现场分析给予建议或者开医嘱，结束之后 APP 后台会

将医生开的医嘱和分析结果、诊治情况数据进行存档于个人中心的档案

库。用户还可以选择附近的医院进行线上预约挂号省时省力。 

（2）智能线上检测病情： 

患者通过 APP 摄像功能对脸部皮肤、眼睛、口舌状况实时摄影监测，

患者同时也可以上传今日测量的身体血糖数据交给 APP 后台大数据进行

分析反馈患者今日身体状况报告。 

（3）药品购买中心： 

这款 APP 与各大同城医院合作在邀请医生入驻的同时，与医院授权

合作开放线上医院药品的购买，在医生开完药方后患者可以更方便快捷

地在平台选购药品随后平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城药品可在一日内

送达患者手上。 

（4）饮食科普做法： 

集成中医食疗方案推荐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用户体质与饮食习惯，

个性化匹配食材和菜谱。并考虑引入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模拟烹饪过程，

增加互动性与趣味性，提高用户黏性，并促进健康饮食行为改变。并且

在平台内专业人士推荐中医食谱与药膳、更新每日慢性病患者该吃什么，

注意吃什么，不同食材药材该怎么搭配，药膳做法等文章的同时平台也

要进行审核鉴定通过才可发布。 

（5）社区互动： 

加入社区交流平台，用户分享经验并获得专业中医师反馈，形成互

助学习环境。同时该社区版块是希望不同的慢性病患者可以聚集一处有

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社区，日常分享生活、问题求助，也可以互相进行

食谱做法传授，在同一个平台上有着类似病情的人们寻找一个短暂的心

灵精神交流栖息地。 

（6）心理疏导： 

该板块功能在慢性病患者在经历病痛折磨与心理上的压力时需要进

行及时的心理治疗与疏导，心理治疗师在此期间通过与患者交流进行开

解疏导作用可以使患者能重新面对生活更好地积极配合医生、平台的治

疗和管理。 

4 慢性病中医营养管理 APP 用户端功能实现 

4.1 用户信息注册与登录模块 

下载“慢性病中医饮食营养管理 APP”简称“中医膳食 APP” 点进

APP。初始用户需要完成注册，输入个人手机号码，并点击获取验证码进

行验证，在收到验证码后准确输入并点击“确认注册”，即可成为中医膳

食 APP 用户，进入登录页面。 

4.1.2 个人信息收集 

用户进入登录界面后，允许访问获取用户大致位置信息与附近的医

院建立联系，点选页面下方“我的”模块，之后中医膳食 APP 需要用户

填写关于个人资料设置，如个人信息、医疗记录、体检报告、健康数据、

就诊人等。用户按照指示依次填好个人信息情况。初次填好后每次在平

台进行问诊、分析报告、检测的健康数据、购药记录都会在“我的”模

块方便用户随时查询。 

4.2 主页模块 

首页界面将 APP 功能内容基本展现，用户需要用到哪块功能直接在

首页点击进入专属功能区，首页包括用户搜索区；线上问诊、饮食科普、

社区交流、心理疏导；推荐的热门食谱、药品区。 

4.2.1 每日推荐区 

在 APP 首页每天用户进入或下拉页面刷新后都会在推荐区进行食谱

推荐，还有专业人士进行发帖关于慢性病患者日常生活饮食等更新的内

容进行推送。 

4.2.2 搜索区 

用户在有疑问的时候或者是对药膳做法不懂都可以在搜索栏进行

【关键词】的搜索，方便及时解决用户问题。 

4.2.3 智能检测病情 

用户在智能检测区进入并同意摄像功能随后智能检测摄像头将用户

五官及手心颜色舌苔等面部情况进行数据记录后开始分析用户身体健康

情况。 

4.3 其他功能区 

4.3.1 问诊记录与检测报告存档 

用户在个人中心可以看到每次诊治结果、每日身体健康数据、心理

咨询报告等报告都会被后台整理进行存档记录方便随时查询。 

4.4 商城与支付 

在药品购买功能模块用户可以进行依照医嘱选购药品或者保健品，

选购之后加入购物车，并在收货地址设置处填好自己的具体地址，结算

时可支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方式支付。购买成功后后台与医院端连

接相关医护人员进行开药处理，此时平台将这笔订单配送任务推送同城

的跑腿与外卖行业端寻找相关配送员负责将用户订购的药品送达。 

5 结论 

互联网＋的大数据技术结合于智能移动设备，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

浪费和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平台大数据分析能力的快捷性和精准性对

庞大的慢性病群体有了更便捷的管理治疗病情的保障，其不仅使慢性病

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与医院的专家进行线上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对病情

能及时了解，也为医护人员通过往期问诊档案和患者相关信息进行有效

及时的管理，并在饮食上可以起到指导干预和防治的作用。该平台的实

现依靠大数据的技术支持，不仅可以在线问诊还能进行对用户饮食管理

设置，每日通过监测用户身体健康数据进行饮食食谱推送和日常三餐摄

入管理。该 APP 平台有效地解决了慢性病患者就医难、就医时间漫长繁

琐和离院后不能科学地管理自身饮食问题。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这种

线上平台突破传统慢性病治疗的线下模式，可以有效地使不同区域不平

衡的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利用，实现了以智能化服务平台为主要代表

的一种远程法制管理治疗慢性病的方式，可以真正地服务于广大人民和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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