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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阶段国内健康管理平台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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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社会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持续增高，和人们对健康管理的需求度日益增长，促使了健康管理平台的蓬勃发展。现阶段国内

的健康管理平台呈现多样化趋势，有针对不同人群的管理平台，对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由于互联网和电子信息

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高新电子信息技术也应用到了健康管理平台的建设中。但健康管理平台在应用过程中也展现出了优势和不足。未来

在信息时代的引领下，健康管理平台发展会日益成熟，为人类健康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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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背景

随着社会互联网科技和经济的进步，我国的医疗体系已经逐渐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管理系统。与此同时，健康管理平台成为国家

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措施，建立功能健全的健康管理平台对于我

国健康医疗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现阶段我国健康管理

主要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1]，通常以全科医生、公共卫生

医生及护士提供服务为主，按照不同区域不同团队负责的原则，将

不同人群纳入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健康管理，具有个性化、精准化及

优质化的特点。但由于我国大多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中小医

院、诊所或者卫生 服务站改建而成采取此种健康管理方式难以获

得较为理想且全面的健康管理数据资料。

与此同时，在后疫情时代，“互联网+模式”下的健康管理平台

更加符合各层医疗体系和群众的需求[2]，线上医患沟通方式可降低

线下交叉感染风险，同时新冠病毒防护信息的快速分发与普及，能

够提高居民的防护意识与能力，未来能实现疾病和健康管理两手

抓。

二、针对人群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且人群构成较为复杂。同时不同群体特

点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目前市面上流行着多种不同类型群体的

健康管理平台。苗莉[3]通过以高校大数据平台为基础的健康数据整

合，以某高校的教职工健康体检数据为基础，通过性别、职称、职

务、学历的分层，提出了基于大数据平台的高校慢病管理建议。陈

海波等人[4]基于糖尿病防诊治大数据中心，构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协作研究平台，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与分析、开放共享以及

应用创建等方面，为医疗机构及科研院所的糖尿病及并发症专病诊

疗研究、预防策略研究提供技术支撑。解红文等人[5]基于智慧妇幼

信息平台，搭建区域儿童健康管理信息化平台，通过互联网+联系

各级机构构建健康管理云服务系统，满足多层次的儿童健康服务需

求。肖征等人[6]为实现了特勤人员的精确化保障、规范化管理，设

计一套军队疗养健康管理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特勤人员

的健康管理水平和疗养保障质量。姜李媛等人[7]研究发现互联网+孕

产妇健康管理是开展流动孕产妇管理的有效模式,为孕产期大数据

管理提供依据,有效减少孕产妇的不良结局。

三、健康管理平台应用技术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不同电子技

术的健康管理平台也相继产生。顾东兴等人[8]，基于健康体检数据、

日常监测数据、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化平台的健康数据,以软件工程理

论和方法为指导,设计并实现一个基于微信小程序的精准健康管理

平台。提升了医院的健康管理服务水平和效率。高义景等人[9]提出

利用数据库技术对大学生健康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并采用B/S 架

构,利用MySQL 作为后台数据库,结合 SSM 框架、React 等技术,实现

对大学生运动、健康方面信息的可视化管理。范春等人[10]采用"5G+

健康管理"的总体架构,设计以业务中台、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组成

的数字健康平台为基础,向上支撑老年人、慢性病人和孕产妇的健康

管理与防护的智慧应用。张琼芳[11]提出通过运用物联网、5G通信技

术、云计算及各类应用程序,形成面向健康社区的综合管理应用平台,

为社区环境保护和居民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李哲明等

人[12]开发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儿童慢病管理平台，并开展儿童慢

病健康大数据的分析研究与应用。

四、电子健康平台的优势及不足

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的电子健康管理平台，在对人

群健康管理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协同融入互联互通等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同时对针对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进行专业分析，提供

专业的健康指导，为用户提供科学合理可行的健康管理规划方案，

科学有据地满足用户改善自身身体状况的个性化需求，帮助用户摆

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目前不同人群相关的各项健康数据和指标大多分散在不同的

体检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各级部门，从而造成“信息孤岛”和“信

息烟囱”现象[13]，不同机构、部门人员信息、病历数据等信息难以

共享，难以构成人群健康管理的完整数据体系。与此同时，健康管

理均处于碎片化状态，没有形成疾病的闭环管控[14]，加之分级诊疗

实施不够，各级医疗机构尚难以真正做到“健康守门人”，无法真

正有效控制疾病危险因素，并在疾病发展初期进行有效、合理、高

效的诊断与治疗。

五、展望

健康管理平台的建设是提高健康管理效能的关键，有利于推进

一体化健康服务与行为干预的内核。健康管理平台的应用对居民的

健康自我管理能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的健康管理平台，在未来将会带来延伸产

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就业率，节约有限医疗资源，缓解社会

压力，提高公民身体素质，推进国家战略实施等社会效益，健康管

理平台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随着５Ｇ、物联网、生物传感技术

的飞速发展，健康管理平台将向着标准化、多样化和智能化方向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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