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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针对企业职工健康体检流程复杂、耗时长、检后沟通不便等问题，深入研究职工医疗体检

服务流程，构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并输出相应的方案设计。方法 首先，通过调研与分析目

标人群的健康体检现状、需求以及行为，运用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归纳凝练体检车服务系

统的设计策略。其次，结合服务设计中的服务蓝图、系统图、服务触点等方法，整合服务系统中利益相

关者的需求，进行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构建，指导体检车硬件和信息系统设计。结论 基于前期研究结

果进行体检车空间布局与规划、人机工效学分析、体检 APP 的设计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职

工健康体检服务流程，探索了医疗体检的优化模式，提升了用户的体检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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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Design on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for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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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eeply study the service process of employee medical examination, construct th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for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output the corresponding scheme desig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mplex process, a large cost of time and in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physical examina-

tion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Firstly,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needs and behavior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esign were applied to 

summarize and condense the design strategies for the service system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Secondly, by 

combining the service blueprint, system diagram and service touchpoints in service design, the needs of stakeholders in 

the service system were integrated, and th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was constructed 

to guide the design of the hardwar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liminary study, the spatial layout and planning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s, ergonomic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output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PP optimize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service process for enterprise employ-

e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mod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improve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ex-

perience of users. 

KEY WORDS: design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physical examination; enterprise employee;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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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产品服务系统逐渐成为学术和产业的研

究热点，并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为了应对全

球化竞争和技术的飞速迭代，企业试图将服务集成于

产品中，以创建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这种转变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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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化。产品服务系统是一整套产品和服务组件，

旨在为客户创造使用价值[1]。此系统作为一种产品与

服务高度集成、整体优化的新型系统，是应对市场差

异化竞争的有力武器，是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的有效方式，是顺应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结

果[2]。健康体检车作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的一种便捷

有效的设备，以一种共享的商业模式满足特定用户的

健康体检需求。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提升企业职工健

康水平为宗旨，运用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的理论与方

法，对体检车进行空间布局与规划设计、人机工效学

分析、体检 APP 软件交互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提

高企业职工健康体检的效率。 

1  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需求和定义 

1.1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需求 

职工健康管理是企业重要的人性化工程与举措，

也是国家落实“健康中国”“健康职工”的有力保障[3]，

将会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良好效益。移动体检车是企

业职工使用较多的体检设备，使企业职工可快速体验

到便利的体检服务。但由于设计、技术、资金等方面

的原因，导致现有体检车的体检项目不全，体检流程

和空间布局不合理、信息化与数字化程度低，与相关

管理部门信息传输不便等问题，从而无法提供更加人

性化、针对性的体检服务[4]。 

产品服务系统提供给用户的是产品的功能或结

果，是有形产品与无形服务的有机结合[5-6]。从企业

职工健康体检的角度分析，有形的产品指体检车及相

关体检设施设备；无形的服务则是整个体检流程中提

供的预约挂号、排队、体检、结果反馈、医生咨询等

项目所构成的体检服务。根据职工健康体检服务流程中

遇到的困难与需求，结合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方法优化

体检车的产品与服务具有区别于传统体检的重要意义。 

1.2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定义 

产品服务系统由实体物质产品、服务和系统三个 
 

部分组成[7]。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中的实体产品主要

包括医疗器械、承载车辆、空间内部的设施、医疗耗

材、能源电力等，是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服务是提

升产品价值、满足用户需求的核心，是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中的服务是指企业职工

在健康体检流程中的需求满足，如提供人性化针对性

的体检服务等。系统主要负责连接各方利益相关者，

为产品和服务提供完备的环境和创造条件。在企业职

工健康体检的服务中，基于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思想，

设计要点包括企业职工健康体检产品和与之相关的

健康体检服务（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通过对整体体

检流程系统的规划与管理，提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服

务流程。 

1.3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流程 

国内外学者在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流程与方法

的研究中，Geng 等[8]提出了基于需求、功能、方法

的产品服务系统方案设计框架。Kim 等[9]提出了 PSS

设计过程：需求识别与价值定位、利益相关者活动设

计、PSS 函数建模、概念生成以及原型设计。Halen

等[10]提出了 PSS 的开发方法（MESPSS）主要包括 5

个阶段：需求调研分析、机会点发现、PSS 创意发现、

PSS 开发与实施。Morelli[11]进一步认为通过 MESPSS，

可以帮助设计者获得产品服务系统的架构设计。与产

品设计方法相似，这些方法以及框架强调了 PSS 实施

过程，如用户需求分析、方案设计、设计实践与验证

是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流程中的重要步骤。因此，将

PSS 设计方法运用到健康体检车的设计中，从用户需

求分析、系统方案构建、原型设计等步骤出发，运用

服务设计方法如“用户旅程图、服务蓝图”等提出企

业职工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流程。基于前

文分析，将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流程分为：

需求与机会点识别、体检车服务系统设计策略、体检

车服务系统构建、体检车服务系统原型设计四个阶段。 

企业职工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流程[9-10]，

如图 1 所示。需求与机会点识别阶段，在竞品分析、 

 
 

图 1  健康体检车的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流程 
Fig.1 Design process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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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调研的基础上建立目标用户角色模型，绘制用户

旅程图从而获得用户需求、洞察设计机会点并对体检

车系统中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体检车 PSS 设计策略

阶段，在识别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针对产品及服务系统

模块进行体检车设计策略输出，进而达到优化产品和

服务流程的目的。产品服务系统构建阶段，结合服务设

计的方法，通过服务蓝图、系统图详细描述健康体检车

产品服务系统流程。原型设计阶段，根据体检车产品

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展开设计实践，围绕体检车空间布局

规划设计、人机工效分析、体检 APP 设计等展开。

在此过程中，体检车的设计逐渐从实体产品设计转向

以满足用户多样化体检服务需求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2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服务机会点识别 

2.1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现状 

企业通常统一组织员工到医院或体检中心进行

集中体检，这将造成不必要的人力与物力成本支出，

并影响企业正常工作的开展。在大型公立医院或体检

中心进行集中体检也存在排队时间长、不同体检项目

距离过远、指示不明确造成拥堵等困局。也有职工会

选择私人医院或者小型体检中心进行体检，但这些机

构往往体检价格偏高、体检项目不全、信息不透明、

可信度低以及安全性无保障等问题。 

2.2  用户研究 

用户是产品服务系统的核心[12]，需要从用户的角

度去挖掘用户的需求并通过产品与服务更好地满足

用户的需求[13]。本研究通过用户访谈的方式对部分公

司职员进行访谈调研，同时对相关领域的医生、专家

等进行专家咨询。通过线上问卷对企业职工进行调研

及数据统计分析。根据调研与访谈的结果建立用户角

色模型（见图 2），从而有效帮助后续的设计决策与

方案完善。 

 

 
 

图 2  用户角色模型 
Fig.2 User role model 

 

在挖掘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用户旅程图方法

表现体检过程的潜在需求以及体验痛点，根据体检车

使用流程，呈现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通过模拟用户

使用体检车的场景，分析用户在使用体检车过程中的

情绪变化，以及用户与不同服务触点之间的互动行

为，挖掘用户使用过程中的痛点。企业职工健康体检

车服务系统的用户旅程图如图 3 所示。在体检前，用

户的困局是“不清楚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项目、不知

体检前应如何准备”。在体检中，对用户产生交互体

验的接触点主要包括：手机、体检车及其内部体检设

施设备规划。体检中的痛点体现为“人流量过多导致

等候时间较长、车内狭窄造成人员堆积、某些项目检

查时间较长、不易找到针对性体检项目”等。在体检

后，用户希望能够及时与医生沟通了解自己身体健康

情况。而用户在体检后仍会出现“体检信息繁多、体

检报告看不懂、缺少详细的报告解读”等问题。用户

使用体检车流程的可视化分析为下一阶段解决问题、

提升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机会点分析 

建立在用户旅程图基础上的接触点与痛点分析，

能够有助于发现现有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的局限性，

并归纳设计机会点。首先，体检项目针对性不强，用

户无法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体检项目。健康体检车服

务系统通过“提供下载 APP 支持项目自主选择、提

供体检前注意事项”等来满足用户需求。其次，在体

检中涉及软硬件交互：用户与体检车内部设备以及医

护人员的交互、用户与体检 APP 之间的交互。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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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旅程图 
Fig.3 User journey diagram 

 

因体检人员过多造成的拥挤、科室之间规划不合理等

问题，也需要通过体检车内部空间布局与规划进行解

决。最后，针对“体检后无人跟进、职工看不懂体检

报告，无法获取健康建议、保健知识”等问题，在检

后设定完善的报告解读以及健康追踪，能够更好地满

足用户需求增加用户黏性。 

2.4  系统利益相关者分析 

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中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应

满足多方需求。在设计初期，系统地考虑各个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产品与服务更好地为用户使

用[14]。在此系统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体检职工所

在企业、职工、合作医院、体检车运营方以及相关政

府部门，如图 4 所示。企业职工是系统的核心用户， 
 

 
 

图 4  体检车利益相关者图 
Fig.4 Stakeholder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主要接触对象为前端体检车与信息系统平台，与医院

是密切合作的。在服务过程中，体检车运营方向医院提

供体检车辆以及配套体检设备，并配备司机进行运送

服务，合作医院提供专业医护人员共同完成体检任务，

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与合作广告商。

体检车作为特种车需要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广

告商则是除了车辆设备租金外的另一重要的资金来源。 

3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策略 

在前期调研分析、医生等专家访谈的基础上，研
究用户需求，进而构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
设计策略。PSS 的本质是“产品服务化”和“服务产
品化”的结合。由于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不同，系统设
计策略必须从产品层面和服务层面进行构建。在企业
职工体检服务系统设计中，移动体检车内医疗设备选
择与布局规划、车内空间设计等属于实体产品设计范
畴。而体检时服务流程的整体规划以及体检前、中、
后的服务保障则属于服务与系统设计范畴。体检车平
台是针对企业职工追求良好体检体验的设计研究，旨
在满足企业职工对于健康体检的需要。通过对产品服
务系统设计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职工健康体检的痛
点分析，进一步提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设
计策略的核心是“充分注重用户与产品、系统之间的
价值互动”。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设计策略构建分为
体检车产品与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如图 5 所示。 

3.1  体检车产品设计策略 

3.1.1  合理的体检流程与车内人流动向路线设计 

体检车内部空间有限，体检人群数量众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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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设计策略图 
Fig.5 Design strategy diagra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product service system for employees 

 
体检流程与人流动态路径规划是提高体检效率、提升

用户体验的关键环节。相比医院体检（科室位置固

定），在体检车内，采用流水线式一体化流程、规划

人流的移动路径能够避免体检过程中不必要的麻烦，

提高车内空间利用率及体检效率。 

3.1.2  有具体作用的可视化导视 

可视化导示系统作为重要的视觉元素，以文字、

图形、色彩为载体，在呈现事物、象征事物的同时，

更是营造体检车品牌形象的重要路径。在体检过程

中，良好的导视系统能够方便用户快速体检，能够合

理高效地分流人群，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在健

康体检车服务系统流程中，可视化导视系统应贯穿整

个流程：如在完成一个项目体检后，提示下一体检项

目的位置方向及体检项目的操作方法，以保证体检者

能够轻松进入下面的体检环节；通过位置指示标以及

可视化的图示、标志等提供有效提示，减少询问造成

的时间浪费，有利于提高体检效率。 

3.2  服务系统设计策略 

3.2.1  提供专项针对性体检项目 

基于前期调研，经过筛选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体检

项目。企业职工对于体检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用户

使用的不仅仅是体检车产品，还包括整个体检系统，

每位用户会根据自己的体检需求向体检车提出个性

化的服务诉求。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利用云平台数据对

用户需求以及体检行为进行分析，准确发掘用户的个

性化体检需求，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根据用户个性化

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 

3.2.2  满足用户特殊需求 

满足体检者特殊需求是健康体检车功能中至关

重要的部分。体检车服务系统需要准确了解体检者的

需求状况，更好地开展体检项目；如在体检过程中，

部分项目需空腹或憋尿，为体检者提供所需的食物与

水分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安全隐患；针对晕血患者

的抽血问题，在使用有靠背的抽血椅的基础上，增加

遮挡体检者视野的挡板从而防止体检者不适；因部分

项目检查时间较长，且科室数量有限，会存在等候问

题，设置等候休息区方便体检者在此等候排号，同时

体检者也可观看 APP 提供的检查指示做好检查前准

备，提高检查效率。 

3.2.3  人性化成套的服务流程 

体检服务流程的接触点包括硬件与软件。在整个

体检过程中，通过体检车及配套软件便捷完成体检：

体检前提供检前注意事项、检前时间提醒；体检中包

括项目之间的服务流程规划、空间布局、体检设施设

备使用注意事项，以及体检环节提醒等部分；体检后

包括报告显示、医生建议、可视化数据分析、历史报

告显示等部分。在此过程中，服务提供方配合用户，

提供整套的人性化服务流程。 

4  企业职工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构建 

在 PSS 设计过程中，需考虑通过不同的用户角

色、服务触点体验流程来提升用户满意度。在产品服

务系统构建过程中，需要结合服务设计的方法，重新

整合服务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

服务触点之间的优化，为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提

供指导。 

4.1  产品服务系统信息架构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信息架构（见图 6）

包括感知层、互联层、计算层与应用层，它们彼此产

生交互作用、向企业职工提供健康体检服务，并支持

体检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运营、维护等日常管理[15]：在

感知层，健康体检车利用自身的位置指示系统、视觉

动作引导系统、灯箱等识别与提示企业职工健康体检

遇到的识别与指示的需求等信息；在互联层，有线、

无线网络将收集的信息进行传输，具有访问互联网功

能的健康体检车可以与云平台、企业健康信息管理平

台发生交互；在计算层中，云平台数据通过深度学习，

从而实现集成、分析、整合，为应用层的健康体检车

服务平台、企业健康信息管理平台、移动端 APP 提

供支持信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服务和管理需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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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信息架构[16] 

Fig.6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product service system[16] 
 

4.2  产品服务系统模型 

为用户创造服务价值是构建服务系统的首要目

标，以提升用户在健康体检时的体验为核心，以用户

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建立企业职工健康体检的产品服

务系统模型（见图 7），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政府监管

部门、医疗公司信息管理平台、企业职工、当地医院

健康管理平台、体检车、云数据库。政府监管部门主

要起到政策导向、信息监管和行政管理的作用，目的

是确保健康检查质量和合规性。医疗公司信息管理平

台也会将健康体检车运营的相关情况以及数据全方

位地反馈给政府监管机构以及当地的医院健康管理 
 

平台。健康体检车提供给企业职工相关的体检服务，

医疗公司健康管理平台与大数据云平台进行数据交

互，并反馈给健康体检车，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

可视化数据分析等服务。 

4.3  服务蓝图 

在设计分析过程中，研究小组成员与服务提供方
一起，以服务蓝图为设计工具，重点关注服务流程，
整理出用户与服务方之间的接触点。对体检车服务过
程进行优化设计，不同触点之间的关系可以显示在服
务蓝图上，为体检车服务系统原型设计提供有力支
撑。健康体检车的服务蓝图如图 8 所示。在此过程中， 

 
 

图 7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图 
Fig.7 Product service system diagram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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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健康体检车服务蓝图 
Fig.8 Service bluepri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本研究根据企业职工的健康体检时间段，规划了体检
前、体检中、体检后三个阶段的服务模式。其中，体
检前侧重于为用户提供预约服务以及合理的体检引
导；体检中则更注重于引导体检者高效完成正确的体
检流程；体检后提供报告查询、线上诊断以及具体身
体状况的跟踪与查询等服务。通过体检的 3 个不同阶
段及其服务模式，从而全方面提升用户体验。体检车
服务蓝图展示产品服务系统的可视化结果，关注服务
流程、健康体检前台、后台服务，以便为原型设计阶
段健康体检车功能规划及 APP 架构设计提供支撑。 

5  健康体检车产品服务系统原型设计 

在企业职工健康体检服务系统由用户、体检车、

体检 APP、体检环境和体检设备等要素组成，设计需

统筹这些要素之间的互联关系。 

5.1  体检车产品设计 

在功能设定上：充分考虑医生工作需求以提高医

生工作效率、提升舒适性；充分考虑体检者的就诊体

验，设置清晰明确的导视系统、便民设施等；注重体

检车空间内用户的感受，提供兼顾功能性、舒适性、

人性化的整体空间感受。在设计表达上：整体设计以

科技的极简化及感官的舒适性为目标，体检车内部空

间采用柔和宁静的蓝绿色与洁净的白色结合进行外

观设计，并以“弧线形”作为体检车重要的设计语言； 

室 内 弧 线 形 态 配 合 软 装 配 饰 对 空 间 进 行 多 元 性 的

“线、面、块”处理，通过最简明的设计语言串联内

部空间的联系，在最大限度满足医疗功能的同时，营

造亲切温馨的医疗环境。 

经过前期研究总结出职工常规体检的项目需求

为对基础健康状况的诊断，其中包括：血常规、B 超、

心电及胸透检测等。然而在实地访谈中发现，许多企

业生产环节可能对工作人员的听力产生影响，需定期

检测，因此电测听项目符合多数企业职工的基础检测

需求，最终通过问卷的定量分析确定了电测听项目的

必要性。由此可以确定体检车的最终功能模块为：血

常规、B 超、心电、DR 胸透及电测听。本课题针对

体检车产品设计，将根据体检车布局及人机工效学进

行研究分析。 

1）整体布局设计与人机工效学分析。体检车整

体布局设计见图 9：（1）合理整合血常规与电测听两

个项目的检测，且座位和工作台的组合放置方式满足

高效检测的需求；（2）检测区域均匀分布在体检车内

的两侧，两侧的实际承重相近，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

易出现倾斜等意外；（3）将 B 超、心电、电测听、验

血检测区域分布在体检车两侧，有利于在有限空间内

分散人流，避免人员堆积影响体检秩序（如图中 1、

2 号线为同时进入体检车内的两位体检者的路线，3

号线为两者相同的路线部分）。体检车流程动线为图

9 中的标注：入口进入体检车-1 验血-2 电测听-3B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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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4 等候区-5 更衣室-6DR 检测-7 更衣室-8 出口离

开体检车。为了保障用户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本研

究对体检车人机工效学进行了分析见图 10，主要涉

及血常规、电测听、B 超与心电、DR 检测 4 个项目，

该部分的人机工效分析以确定的体检功能模块所包

含的场域、医疗器械及医疗用品为参考对象。 
 

 
 

图 9  体检车空间布局与体检流程 
Fig.9 Space layout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proces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vehicle 

 

 
 

图 10  人机工效学分析 
Fig.10 Ergonomic analysis 

 

2）各个项目区域的空间规划见图 11：（1）抽血

区与电测听区，为了保证两个项目工作切换的便捷

性，抽血区与电测听区由同一名医生负责，工作台的

规划设计部分以提升体检者与医护人员的感受为最

终目的，工作台与小桌板的一体化设计使体检者能够

快速进行血液采样，提高体检效率，在电测听项目进

行时，医护人员与体检者保持互动，医护人员通过观

测窗可及时观察体检者的状况并进行实时记录，在整

个区域中设置检测项目导视能够更好地服务用户、提

升用户体验；（2）B 超、心电检测区，在 B 超、心电

检测区空间规划与设计中采用磁吸式拉帘从而保证

体检者的隐私，检测室内简单明亮的色彩搭配和易于

识别的墙面导视给封闭空间营造一种更轻松、舒适的

氛围；（3）等候休息区，等候区设置在 B 超、心电检

测室的走道处，等候区内一侧三面窗保证体检车内的

自然采光，弧形的设计更加柔和舒缓，减少体检车内

狭小空间的压抑感；（4）DR 检测室内医生与检测者

随时进行互动，医生通过观测窗实时关注检测室内部

体检者的姿势、状态，并通过麦克风进行引导，在

DR 检测室的风格设计中，观测窗外使用沿线性柔光

灯带可以打破空间较为严肃的氛围，同时为办公区增

加适当的照明。 

5.2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 APP 设计 

企业职工健康体检 APP 的核心功能是为用户提

供系统、完整的体检指导。APP 框架图如图 12 所示，

体检 APP 包含五个主要版块，分别是“主页、资讯、

体检码、报告和我的”。体检 APP 将主要目标分别融

合于这五个板块中，基于前期分析将体检整个流程分

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1）体检前，主要包含检前预约。预约模块包括

自身对于基础疾病或健康问题的选择、基本信息的录

入以及检前注意事项的提醒。体检 APP 的预约界面

见图 13，用户登录后跳转至 APP 首页，可根据引导

点击下方“立即预约”进入体检项目的具体预约程序。

预约前，用户可快速选择存在的基础疾病/健康问题，

系统将信息录入个人信息档案中，后续将在资讯页着

重推送疾病/问题相关的健康科普建议。预约时，在

预约界面填写与核对基本信息及数据后，了解具体体

检项目并选择合适的预约时间，滑动页面即可查看具

体的体检注意事项说明。预约后，体检者可了解具体

体检项目、预约时间确认、查看体检具体注意事项。

预约成功后，系统将提示“预约成功”，并在体检前

一天再次向体检者提醒体检时间及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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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个检测项目的空间规划 
Fig.11 Spatial planning of each test item 

（绘制者：吴越千、林雨霏、柯静雯、尹世婕、陆柯吟） 
 

2）体检交互界面见图 14：用户可以通过 APP 首

页查看预约状况（具体体检日期/项目及详细注意事

项）；预约成功后体检者可获取体检码，在每个项目

体检前期由相应负责医生处扫码识别录入，方便管理

以及体检信息的对应。 

3）体检后的重点是体检报告的查看与解读。在

体检结束后用户可获得相应的报告数据、异常分析、

专业指导等，其中检查数据的呈现方式选用可视化图

表的形式。为了用户更清晰地了解自身的健康问题，

在体检后提供异常数据分析。体检 APP 预约界面见

图 15：在报告选项中可查看过往所有的体检报告记

录，在详细报告中可查看单项体检项目的报告情况；

点击“血液检查”项目将跳转到数据可视化报告页面，

清晰易读；“血液检查”具体数据中的异常指标将由

相关专家进行解读，并给出相应的治疗建议；“B 超”

项目可提供检查概述以及 B 超检查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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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PP 信息架构图 
Fig.12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图 13  预约交互界面 
Fig.13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appointment 

（绘制者：吴越千、林雨霏、柯静雯、尹世婕、陆柯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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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体检交互界面 
Fig.14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绘制者：吴越千、林雨霏、柯静雯、尹世婕、陆柯吟） 

 

 
 

图 15  报告交互界面 
Fig.15 Interactive interface of report 

（绘制者：吴越千、林雨霏、柯静雯、尹世婕、陆柯吟） 

 
6  结语 

在“互联网+医疗”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数据、

物联网等技术应用于职工健康体检车服务系统设计，

符合体检车的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基于目标用户需

求，进行触点分析以及机会点挖掘，提出职工健康体

检车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策略，进而构建体检车服务

系统模型，绘制服务蓝图，从而进行职工健康体检车

产品服务系统的原型设计，优化了职工健康体检服务

流程，提升了体检服务体验。为了实现职工健康体检

车服务系统的信息互通，体检车服务系统需要与当地

医院进行数据对接，从而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

但由于企业职工的个性化需求、医院和体检车系统需

要进一步协调，所以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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