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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可穿戴系统获取数据信息，应用于健康体征数据的传输，提高了数据的可应用性。可穿戴设备可以进行数据的采集，对身体的
机能进行分析，通过可穿戴设备能够获取数据资源，对人体的健康指标状况进行评测，是医疗行业的辅助设备。可穿戴设备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质量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加以变革和穿戴设备，广泛的应用于医疗行业，有重要的意义，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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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医疗行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可穿戴

设备作为一种新技术有了实际应用，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通过可穿戴系统获取数据信息，应用于健康体征的数据传输。可穿
戴设备可对健康体征进行数据采集，对身体机能进行分析，通过可
穿戴设备能够获取数据资源，对人体健康指标状况进行评测，是医
疗行业的辅助设备。可穿戴设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对于人们
的生活方式加以变革，可穿戴设备广泛的应用于医疗行业有重要的
意义。基于此，本文对可穿戴设备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与应用进
行了分析。 

2.医疗健康领域的可穿戴设备应用优势 
可穿戴设备在医疗行业应用是传统医疗模式创新，通过医疗可

穿戴设备改变了传统医疗诊治模式，可使用现代的技术进行远程诊
治，基于传感技术、芯片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医疗可穿戴设备
技术应用和创新[1]。医疗健康领域使用可穿戴设备具有以下优势： 

2.1 不受时间的限制 
医疗可穿戴设备不受时间限制，通过医疗可穿戴设备，能对患

者身体健康数据进行实时检测，通过对患者各项数据收集起到较好
预警作用，能较好的对数据进行分析，获取数据信息。医疗可穿戴
设备不受时间限制，能起到较好的预警作用，有效提高了医疗可穿
戴设备的应用价值,及时地采集患者身体各项指标数据，对患者疾病
进行监测和跟踪。通过数据采集，可为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患者
提供数据采集病例。 

2.2 不受空间的限制 
医疗可穿戴设备不受空间限制，可随时随地进行数据采集，不

会受到现场环境影响，通过可穿戴设备对数据进行采集后，通过云
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和存储，进入信息系统可不受空间限制采集数据
信息，特别是为一些年老行动不便患者及襁褓里婴儿提供了便利。 

2.3 不受用户的限制 
可穿戴设备广泛应用，扩大了医疗诊治服务群体，一些年轻用

户也纳入到健康检查范围之内，他们使用医疗可穿戴设备，将个人
升级数据信息进行记录并上传至云端医疗系统，对人群健康情况监
测提供了便利，很多年轻力壮的群体，由于工作压力较大，身体处
于亚健康状态，而往往这部分群体工作压力较大，无暇去医院接受
全面检查，基于可穿戴设备进行健康情况监测，全面提升了用户健
康水平。 

2.4 不受技术的限制 
可穿戴设备使用较为方便，对技术应用要求不高，在使用当中

采用常规操作即可进行数据采集，不需要使用者具有医学背景即可
以使用。可穿戴设备易操作性，让更广泛的群体能够便捷使用本设
备，让用户对自身的身体情况有全面了解，极大的提高了用户体验
[2]。 

3.可穿戴设备在健康监测领域的应用 
3.1 心脏监护 
在当前发展环境下，疾病致死率较高，仅次于肿瘤和脑血管疾

病，一些心脏病患者突发心脏病，在就医过程中救治不及时会使患
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一些心脏病患者出现心脏骤停的比例，有较

大的风险发生，心脏骤停出现在医院外的比重占到了 60%，其原因
在于对于心脏病缺少有效监控[3]。因此可看到做好心脏类疾病的有
效防控工作，要做好对心脏病患者的日常指标的监控工作。通常对
于心脏病患者，主要是通过心电图方式诊治患者心脏疾病，通过动
态诊治方式对患者进行整治，监测心电数据，发现患者异常情况。
心电图仪对患者的诊治较为准确，但在应用当中也很难发现患者心
脏异常情况，而且长期佩戴也会引起患者皮肤不适。通过可穿戴设
备，可改变传统的监测方式，是用了镀银织物电极进行患者症状监
视，可穿戴设备内置了织物电极，用来监控患者身体状态。做好心
脏疾病监测工作，对患者身体状况进行有效监测，供给患者心电信
号。用户佩戴智能穿戴设备，将个体数据传至数据中心。可传输给
医院医生，由医生来进行数据判断[4]。 

3.2 睡眠监护 
可穿戴设备可用于用户睡眠监护，对我国人群进行分析，可看

到我国有 50%的人存在一定睡眠障碍问题，对睡眠障碍问题比较集
中的表现有失眠症状或嗜睡症状等，及时的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反
馈，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睡眠障碍问题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5]。该
症状对患者健康状况有较大影响，因此使用和穿戴设备对患者睡眠
情况进行智能监控，以有效地发现患者失眠问题，及时给出治疗方
案。对用户身体状况进行诊治和监测。 

3.3 关节运动功能监护 
可穿戴设备可应用于用户关节运动功能的监护功能，通过可穿

戴设备对用户的肌电传感器和加速度等进行分析了解用户的运动
机能的活动模式，对用户工作情况进行监测了解用户应用功能。通
过数据算法应用对用户进行跟踪监测，获得数据并及时反馈，如对
部分帕金森患者其步态进行实时监测，如发现患者跌倒以后可通过
监测获取数据并进行数据反馈，及时的给出解决方案，给用户提供
服务。可穿戴设备还可以对用户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对一些残疾
人员或肢体受伤人员运动情况进行分析了解患者预后情况，给出针
对性建议。帮助用户进行有效的康复训练。 

3.4 血糖、血压等指标监测 
做好血糖血压等指标监测系统的分析，提高可操作性，使用可

穿戴设备对数据进行分析，提高可穿戴设备使用性，在使用过程当
中使用注射装置，连接血糖测定系统计算注射量，使用控制系统等
对血糖血压检测指标进行分析，对用户血糖情况进行实时检测。以
便于患者进行血压管理[6]。 

3.5 疗效评测 
使用可穿戴设备对患者的疗效进行监测，客观的了解患者症

状，通过可穿戴设备对照实验，可发现使用可穿戴设备能对患者的
用药后的身体状况进行数据收集，以了解患者的身体情况，有效的
对患者护理方案进行调整，对用药情况进行分析，以实现践精细化
管理，科学的调整患者用药量，提高用户预后水平，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 

4.可穿戴设备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 
智能可穿戴设备应用越来越广泛，以多种形式出现，如眼镜、

手表、手环等都可以集成智能化设备而进行用户的各项指标的测
量，为用户提供数据，帮助用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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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智能可穿戴设备技术发展越来越快，应用于多项设备中来实现
各种智能集成。现在已经问世的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智能鞋店、智能服饰、智能鞋袜等。智能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和用户
一起穿戴用于监测用户各项数据，为用户的各项数据进行动态数据
收集，并进行数据传输。一旦数据发现异常以后，会将数据反馈给
医疗机构，以便于医生对患者进行有效的诊治，改变了传统医疗静
态数据模式，也提供了动态数据，方便医护人员进行诊治，通过智
能可穿戴设备进行数据收集[7]。在未来可穿戴设备的应用主要是集
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4.1 健康、运动及医疗产品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健康要求也越来越

高，很多用户有了较强的保健意识，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及财力
应用到个人保健方面，对健康运动和医疗市场需求越来越广泛，因
此对可穿戴设备行业而言是一个好的机遇，涉及更多健康运动医疗
产品，与可穿戴设备相结合有较多的集成设备，方便用户选择[8]。 

4.2 外观设计、材料工艺 
产品外观设计和材料技术不仅影响产品质量，也直接影响用户

选择。女性们对产品的外观设计更加关注，可穿戴设备产业处于发
展初期阶段，水平有限，因此很难将女性打造成产业的目标顾客。
因此，要关注可穿戴设备的外观设计和材料工艺，以适应市场多元
化的需求[9]。 

4.3 能源问题的突破 
在应用中需要关注未来发展，保持持续供电问题，确保可穿戴

设备能有充足能源供应，以解决电池续航问题，包括传感设备，能
拥有较好的能源供应，可长时间提供能源。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10]。 

5.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可穿戴设备与新技术有了更多融合，可穿戴设

备有了更多发展平台，第建立起实质化发展平台，提高可穿戴设备
应用范围。让更多用户使用可穿戴设备范围，包括老年人、儿童、

慢性病患者及对健康有需求的群体。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危险工作的
人员，通过可穿戴设备对身体各项指标进行监测与评估，为用户的
各项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反馈用户身体指标情况，及时的为用
户提供较好的医疗服务，提高用户的生活质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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