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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灸 APP 是一款针对偏好中医养生的人群，利用图像识别等综合技术满足用户在家养生、预防疾病需求的一款新型智能 APP 产品。
受疫情的影响，很多有意向通过针灸养生来预防疾病的人群难以获得服务。本产品根据中医理论体系对用户进行分析诊断，并且制定养生
方案，使用户能够通过对特定穴位的刺激达到防病乃至治病的效果，起到缓解疲劳、平衡阴阳、疏通经络的作用。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将中医理论与现代技术结合，通过拍照及图像识别等技术，辨认舌苔，确定个体穴位。并结合数据，最终完成养生方案的综合制定，为临
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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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摩的历史源远流长，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

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经络腧穴学说为基础，按摩为主要方法，起到
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人体机能的作用。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制定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现阶段难以进行实地
看病及养生保健。本产品具有舌苔辨析及穴位动态定位功能，可实
现足不出户，病不求医，在家即可自行分析身体状况，获得个体化
的养生保健方案，并进行中医养生相关操作如穴位按摩、艾灸、拔
罐、制作药膳等。本产品具有简洁明了，易于操作等突出特点，适
用于中老年群体、都市办公人员等偏好中医养生的人群。 

一. 探灸 APP 的原理 
1.1 技术方面本产品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来实现

其功能。 
1.图像识别技术 
图像识别技术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领域，指对图像进行对象

识别，以识别各种不同模式的目标和对像的技术。本产品通过图像
识别判断使用者舌苔，从而分析其体质或疾病证型，供使用者参考。 

2.增强现实技术 （AR） 
利用视频动态识别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的世界，指

示穴位的光标与人体各部位叠加到同一画面或空间，技术对头部、
颈部、上肢部、下肢部、手部、足部进行处理和分析，辨识物体的
位置并做出有意义的判断。[1] 图像识别系统一般包括预处理、分
析和识别这三个部分。预处理包括图像分割、图像增强、图像还原、
图像重建和图像细化等诸多内容，图像分析主要指从预处理得到的
图像中提取其相关特征，最后分类器根据提取的特征对图像进行匹
配分类，作出识别。 

1.2 穴位按摩 
本品对于穴位的刺激可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同时引起局部经

络反应，起到激发和调整经气的作用。[2] 用户通过自行刺激相应
穴位，调整脏腑功能。本法能起到类似针刺、埋针的效果，并通过
经络影响到对应的脏腑、组织、肢体的功能活动，以调节机体的生
理病理状况，达到百脉疏通，五脏安和，机体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的目的，应用极其简便、快捷。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说，身体分布
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通过有效刺激反射区，可使相应组织器官
的功能得到调节，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机体新陈代谢。 

二. 探灸 APP 的应用 
2.1 探灸 APP 的使用方法 
1.注册。在应用商店搜索“探灸”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点

击注册，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 
2.完善个人信息。用户输入基本年龄，性别，基础疾病，既往

病史，家族史，过敏史，身高，体重，头围，颈围，腰围，腿围等。 
3.查找穴位。进入 APP 主页面，选择“查找穴位”，并点击。 
方法一，在搜索栏里输入用户需要查询的穴位，在用户的应用

设备上即可于模拟人体上展示出相应的目标穴位，用户可以依此在
身体上自行寻找对应穴位。 

方法二，在搜索栏里输入用户需要查询的穴位，打开拍照功能，
将设备固定于一处，即时扫描用户查询的穴位对应的人体部位，以
骨度分寸定位法为例：如头部、颈部、上肢部、下肢部、手部、足
部等，可以即刻在身体各部位投射出相应的具体穴位位置。然后，

使用者以手探寻所查找的穴位位置，如果使用者准确触及所寻穴
位，APP 会发出语音提示，使得用户能够准确进行穴位定位。 

4.辨认舌苔。打开拍照功能，用户处于自然光线明亮处，按软
件规定位置及方向拍摄出清晰稳定的舌苔，依此分辨出舌质及舌
态。分析舌苔是有助于辅助诊断及鉴别诊断的一个简单有效的途
径。 

 2.2 服务的对象 
1.各个中医诊所及理疗馆的顾客。他们选择中医诊所及理疗馆

来进行健康调理，就说明他们对中医比较信任，同时也有着这方面
的需求。大多中医诊所及理疗馆在疫情期间闭馆，顾客难以保持足
量疗程，因而他们是本产品的首要用户对象。 

2.整个中老年群体。这一群体对健康有着更为急切的需求，也
更为普遍的对养生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老年群体中大多人行
走不便，他们可以在家中以专业的方式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进
行自我保健。 

3.都市办公人员。这一群体长期缺乏锻炼，同时，在日常作息
方面不太规律，他们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对养生方面也有着
一定的追求。 

4.大学生群体。一方面，这一群体是年轻的一代，也是最容易
接受新兴产物的一代。他们对现代智能科技领域更为熟悉，更有可
能接受本产品。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大学校园里有六
成左右的大学生都有晚上熬夜的情况，并且大部分都了解熬夜的危
害，有摒弃不健康生活的意愿。因此成为本产品的重要试用使用的
一批对象。 

 四.小结 
现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对自身健康方面的要求也逐步提高。本产品，符合中华传
统医学中“治未病”的思想，这一理念，符合当代广泛的“亚健康”
人群，通过使用本产品，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未病先防，已病
防变，病后防复”的理想效果，尤其是在“未病先防”这一点上。
本产品参考目前用户对“探灸”的体验度以及相关建议，从中发现
目前产品自身存在的或亟待优化的问题如临床安全和性能等方面，
以期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良计划，供后续子版本迭代参考。如果
本产品推广应用得当，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公立医院引流甚至是减轻
医疗资源的浪费，也能够使病人更从容地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并
进行简单的医疗保健活动，减轻看病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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