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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分析总结当前关于高血压的医疗服务和产品现状，结合智能穿戴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探索

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新模式。方法方法 基于我国目前高血压防治的被动医疗模式所遇到的障碍与移动

医疗相关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革，整理分析和总结高血压社区防治模式、移动医疗服务用户行为以及

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的研究和开发现状。结论结论 提出了基于穿戴式智能血压监测仪和O2O互动的社

区移动医疗服务模式新方向，期望能有效消除高血压患者、医生、家人之间存在的障碍，提高高血压患

者生活品质，提升医生的职业成就感，建立新型的医患关系，降低医疗成本，最终满足各利益相关方的

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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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urrent status of hypertension service and products is summarized combined with of smart wearable
technology and mobile Internet to explore the new mode of hypertension mobile-health service. With the current obstacles
caused by China′s passive medical service model for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and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health technologies，it completelyanalyze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hypertension patients，users′behaviors in mobile health service，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elevant mobile products. Then
a new approach of mobile-health service for hypertension patients based on smart blood pressure monitor and
online-to-offline (O2O) interaction is offered，which is proactive，efficient，direct and customized. This system could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existing originally among hypertension patients，doctors，and family members effectively，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boost career fulfillment of doctors，build a new style of doctor-patient tie，reduce healthcare
costs and finally comprehensively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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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我国高血压人群愈发庞大。传统的“病发后到医

院看病、门诊随访”的被动医疗模式很难做到对高血

压的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无法很好地预防高血压

并发症的发生。移动互联网和穿戴式血压监测等相

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将为高血压监控、管理、预防和治

疗提供全新的机遇。

1 研究背景

1.1 社会背景

高血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病”，受年龄、体重、遗

传、饮食结构、环境与职业等因素影响，会导致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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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及慢性肾脏病等主要并发症[1]。据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记载，我国目前约有2亿

的高血压病人[2]。近年来，我国的高血压社区防治模式

在高血压的预防控制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

医疗服务资源的供需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疾病控制

和预防的体系的缺失[3]，加剧了“被动医疗模式”下患

者、医生及家人之间存在的固有障碍，这主要是指：（1）

患者无法及时了解自身的病情，无法得到便捷、可信、

持续的健康指导，更无法得到提前介入的治疗，生活质

量不高；（2）医生无法对高血压患者在院外的空白期提

供有效的血压管理和干预，只能被动等待，也无法与患

者建立更加清晰稳固和长期的新医患关系；（3）患者家

人缺乏方便可靠的途径去了解患者的状况，无法与医

生沟通病情，因此无法为患者提供更多有效的保障和

帮助。一种更加便捷、高效地获取患者病情，并能给患

者、家人和医生之间提供持续可信的管理沟通路径，转

“被动”为“主动”的服务模式的产生显得尤为迫切。

1.2 技术背景

穿戴式智能血压监测设备的发展使得全天连续

地获取患者的血压数据更加方便，在不影响人们日常

生活和工作的同时获得用户身体状况的持续反应，建

立起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模型来提醒健康状况的异常，

在病症形成或加重前进行预警和介入。加之移动互

联网技术和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和信息在

人与人、人与设备、设备与设备之间得到随时随地的

传输；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让人人都有了获取和管理

数据的入口；云计算的兴起则弥补了移动设备计算能

力和存储能力的局限性。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将打破

原本线上和线下的壁垒，使得医疗这一以线下为主的

服务行业得以借助线上强大的信息效率打开全新的

局面。

2 研究与开发现状

2.1 社区高血压防治模式的实证研究和信息化改造

我国高血压病管理目前主要采用社区防治分级

管理模式，即根据患者的血压水平和所伴随危险因素

的情况，将患者分为3个级别，对不同级别的高血压患

者实施不同的随访间隔和干预措施。然而这种分级

管理模式属于医生对病人的单向管理模式，缺乏病人

的主动参与和医患间的积极互动，且没有针对个体的

不同情况实施个性化健康管理干预措施，因此进一步

完善个性化健康评估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有望成为

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突破点和启动点[4]。汪志良等基

于现行的诊疗活动与慢性病管理分离的方式存在劳

动强度大、随访困难、更新不及时等弊端，引入了社区

门诊高血压信息化路径管理的概念后，将临床诊疗与

社区高血压管理有机结合，优化了服务流程，减少了

费用，提高了高血压慢性病管理质量和效率[5]。蒋春

红则通过借鉴慢性病保健模型，建立一种将病人的自

我管理与临床保健支持相结合的社区高血压病人自

我管理网络干预模式，通过对照试验发现，具有在线

健康教育、个体化的指导评估、讨论组、提醒等功能的

社区高血压病人自我管理网络干预模式是一种效果

较好的疾病管理模式[6]。

2.2 高血压慢性病移动医疗服务系统的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大多都是从技术角度（如基于云计

算、安卓平台等）出发研究移动医疗服务系统设计与实

现。李亚萍研究开发了一套由微型多参数健康监护终

端、手机和健康管理服务器组成的慢性病健康管理系

统，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和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既

满足慢性病患者对于日常监护和健康干预的需求，又

可达到对慢性病的科学管理[7]。廖雪峰搭建了基于物

联网的远程心血管疾病监护系统，通过对系统流程的

设计，提出了上下级医院间的协同合作服务实现模式，

优化了医疗资源的分级配置[8]。姚倩设计了一款基于

安卓系统的高血压健康管理系统，其特点在于通过普

适计算和上下文感知技术，获取相关的环境和体征因

素，结合医生意见为患者在特定场景下推荐最佳的自

我保健方案和生活指导，初步建立起血压状况、危险因

素和生活指导的三层推理机制[9]。也有一部分研究者

开始关注移动医疗服务中医生和患者的交互关系。如

Rodrigues和Joao提出的移动医疗解决方案来改善医生

和患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该方案不仅可作为医生和患

者之间沟通的专门路径，也是一个逐渐演化进步的智

能平台，提供了线上和线下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10]。

Amir提出的可满足病人、医生、保险公司三方需求的移

动医疗服务系统，利用高开放性的安卓终端和云技术

保证了系统可随时随地接入，促进三方互动沟通，并以

NFC和SOAP保证了系统的信息安全[11]。

2.3 开发现状

移动医疗服务在现实应用和商业模式的探索中

涌现了一大批的产品或服务，在高血压的细分市场中

软硬件结合已成一大趋势，并结合云技术对通过硬件

30



第36卷 第12期

得来的数据进行存储分析。

《康康血压》结合便携式智能血压监测仪，持续获

取用户血压数据上传至云端，通过数据分析模型对患

者的血压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北京安贞医院、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等专业医学机构合作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实现身体测量——病情诊断——医疗建议的完整就

医过程，为用户提供个体化心血管专项医疗服务的数

字化健康管理；同时合作的医疗机构也可依靠《康康

血压》健康云存储的大量真实数据进行研究，不断完

善高血压的评估和预警模型。此外，《时云医疗》、《木

木血压》和"I-heath"等基本上类似，集合了智能监测

设备，移动终端APP和云服务提供的存储、诊断、建议

等服务，主要差别在于大数据下高血压的评估诊断和

预警模型的构建以及基于数据分析的后续高血压治

疗。我国现有的几款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产品对比

见表1。

2.4 研究与开发现状总结

高血压医疗服务相关的研究与开发尽管已经有

了诸多尝试和一定发展，但仍存在不少局限。

1）研究内容单一。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技术角度

出发研究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很

少涉及用户（包括患者、家人及医护人员等）具体需求

的挖掘和需求背后的用户动机及情感的探索。

2）研究方法陈旧。鲜有研究者应用服务设计的

方法和工具从整体上考量患者、医护人员、医药公司、

研究机构和保险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系统地设

计一套以用户为中心、以具有盈利预期的有效商业模

式为支撑的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模式。

3）当前高血压移动医疗模式过度依赖线上，未能

有效整合当前社区医疗资源，与线下医生联系薄弱，

医患之间缺乏直接稳固的联系交流，忽略了医患关系

表1 我国现有的几款高血压移动医疗服务产品对比

Tab.1 The comparison of existing products of mobile-health for hypertension patients

产品定位

全方位关注高血压健康

状况，提供个体化家庭血

压管理方案

面向年轻人，唤起年轻人

的健康意识，关注自身及

父母的血压健康状况

以硬件为切口，积累用户

量，聚合配套的健康和医

疗服务体系，打造个人健

康管理平台

围绕康诺云，致力于现代

医疗健康领域的大数据

“治未病”预警的云服务

模式

智能血压计+手机

APP+健康云+专家智

库

智能血压计+多终端

APP+百度云

智能监测硬件+移动

终端APP+云

康诺云+APP+智能

检测硬件

主要服务/功能

1.持续性血压监测存储

2.专业医学模型初步诊断、建议

3.亲友数据共享、管理

4.专家问诊建议

1.血压数据采集云存储

2.亲友数据共享、管理

3.健康资讯+个性化建议

1.血压数据采集云存储

2.图表化管理血压帮助判断服

药降压效果

3.亲友数据共享、管理

4.提供改善建议

1.持续性数据采集

2.体征数据采集和存储查看

3.疾病预警及个性化建议

核心优势

国内高血压领域权威机构

的数据模型和专家智库的支

持

产品造型、客户端设计十

分精致、年轻化

起步早，从国外市场出发，

符合国际化标准，有较强

的硬件制造能力；可结合

品牌其他智能硬件形成更

全面的健康监测管理

由人体体征数据库与分析

模型支撑的康诺云提供的

数据分析和预警服务

交互的本质，导致信任度和依从性不足。

4）“专家问诊建议”模式，僧多粥少，患者的血压

情况得不到及时、专业的监督指导，预防控制效果会

大打折扣；“发病后再咨询问诊”的被动形式，导致血

压监测和分析后缺少最终的落实。

5）高血压成因复杂，个体差异大，而在线诊断和

咨询大都是根据数据得出的片面观点，对患者身心和

所处环境缺乏整体考量，个性化服务不足。

3 结语

以被动医疗为代表的传统线下高血压防治模式

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智能穿戴技术和移动互联网为

代表的发展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在可穿戴智能血压监

测仪基础上，从服务设计角度出发，遵循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理念，系统地考虑社区环境下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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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生、患者家属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各利益相

关方的诉求，探索一种O2O互动的新服务模式。在线

上，可穿戴式血压监测仪持续监测患者的血压数据，

实时同步到智能手机和云端，经过分析转换后给予患

者相应的反馈和建议，协助患者实现自我健康管理，

同时也方便社区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范指导和必要监

督，并能依据高血压预警模型在数据异常波动时主动

提醒医生及时介入干预，预防空窗期高血压的恶化或

者避免高血压引发的并发症，使医生从疲于被动应付

的“下医”成为治“未病和将病”之病的“上医”，大大提

升职业成就感；在线下，通过社区医院的本地优势，增

强高血压患者用药和健康管理的依从性，帮助社区医

生更高效率地对社区内每个高血压患者进行个性化

的健康管理，并促进医患的相互信任和真实直接的交

流，构建一个稳固高效的人性化O2O移动医疗服务环

境；再次，通过微信等在线成熟社交网络，在线上信息

路径的支持下实现患者和家人、患者和患者、患者和

医生、家人和医生以及医生和医生之间能建立起基于

病情的沟通交流，构建更具人情味的服务体验。

在构建此新服务体系时，笔者认为也需要考虑到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首先，作为服务体系中核心

资源的社区医生，依据签约管理的人数获得相应的月

基本服务费用，并可依据其服务评价获取相应的奖

金，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增加收入。其次，作为主

要受益者，高血压患者除了购买或租借穿戴式监测仪

的费用外，只需每月支付少量的服务使用费。其他利

益相关者也可参与其中，比如保险公司可以出资购买

相关数据服务乃至为投保的患者购买智能血压仪，为

高血压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保险方案，同时缩减公司自

身的赔偿风险和患者的保费；医药公司、保健公司、食

品公司等可以通过购买广告服务进行个性化的精准

广告投放及商品销售；而一些研究机构则可以从中获

得大量的日常数据，通过构建和优化高血压预警模型

来进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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