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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互联网+”运动健康产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方法 从功能定位、支撑技术和产品特

征等角度，对现有的嵌入式类、移动互联网类、大数据类和虚拟现实类等四大类“互联网+”运动健康

产品的设计现状进行对比分析。结合“互联网+”技术发展，对运动健康类产品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发展

趋势进行了思考与展望。结论 从生理健康向全面健康、从人机共融延伸到情景感知以及运动健康平台

化管理，将成为未来运动健康产品发展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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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WU Jian-feng, LIN Yu-ting, ZHOU Zhe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et+"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From the points of function orientation, supporting technique and product feature, we analyze the design status 

of four types of "Internet+" sports and health (embedded system,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and virtual realit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e then make a prospect about the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industry. There will be three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s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in the 

future: the evolution from physical health to holistic health, the extension from human-robot harmony to context-aware, 

and the management of sports and health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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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健康意识的加强，功能单一且人机

交互不足的传统运动健康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互联网

时代用户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健康领

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建构健康中国的着力

点[1]。同时，《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也指出了“互联网+”对加快运动健康产品创

新、探索运动健康服务新模式、培育发展新业态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2]。探索“互联网+运动健康”的设计发

展趋势，将对运动健康类产品领域提供新的发展思

路，更好地推进健康产业发展。 

1  “互联网+”运动健康产品分类 

运动健康产品多指通过运动干预，而促进人体身

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产品[3]。而“互联网+”

与健康的结合，可以理解为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

技术（包括嵌入式系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虚拟现实等技术）为手段，与传统健康产品深度

融合[4]。从健康产业内含的角度分析，可以将“互联

网+运动健康”产品分为嵌入式系统类、移动互联网

类、大数据类以及虚拟现实运动类等四大类[5]，典型

产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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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互联网+”运动健康典型产品 
Tab.1 Typical "Internet+" sports and health products 

产品 产品名称 功能定位 支撑技术 产品特征 

嵌

入

式

运

动

产

品 

国

内 

Imuscle概念运动服 
实时展示运动数据， 

智能判断运动效果 

嵌入式系统； 

智能传感器 

结合肌电监控，提供身体状态的实

时监控和专业运动指导。 

HAWEI WATCH 2 
智能运动手表 

实时监测运动数据， 

对运动进行专业指导 

嵌入式系统；运动 

追踪；健康监测 

细分运动模式，提供运动数据 

记录、运动情况分析到运动训练

课程一站式服务。 

国

外 

耐克Hyper Adapt  

Trainer运动鞋 
运动舒适性调节 

嵌入式系统； 

传感器技术 

结合智能传感器，根据使用者的情

况自调节舒适度。 

Beast Sensor智能 

运动监测器 

监测运动数据， 

实现运动可视化 

嵌入式系统；可穿戴

技术；数据可视化 

监测多种运动， 

实现运动数据可视。 

移

动

互

联

网

类

产

品 

国

内 

Keep 专业性运动指导 移动互联网 
运动指导类健身APP， 

记录训练数据，用户记录并分享。

悦动圈 运动数据记录 移动互联网 
数据记录APP，提供以运动为 

主题的网上交流社区。 

国

外 

NIKE+Running 跑步数据记录 移动互联网 
运动信息共享APP， 

开放数据接口，同步数据。 

Runtastic 跑步训练和路线规划 移动互联网 
数据记录APP，帮助建立健康 

生活方式并达到运动目标。 

大

数

据

类

产

品 

国

内 

NIKE SOP数据平台 
运动员数据采集及 

潜力挖掘 

嵌入式技术；大 

数据和云计算 

通过智能硬件采集运动员数据，发

掘潜力运动员，为职业体育服务。

奥美健康数据平台 
用户健康数据收集及 

健康管理 

嵌入式技术；大 

数据和云计算 

科学健身数据平台，为体育管理

部门、医疗机构出具相关人群的

“健康体适能”报告。 

国

外 

Sportradar数据平台 
运动赛事数据收集及 

赛事分析 
大数据和云计算 

采集运动数据，提供运动数据分析

和运动解决方案。 

STATS数据分析平台 
现场数据收集，运动员

监控和视频分析 

大数据采集和 

云计算 

采集运动数据，辅助运动 

团队专业训练。 

虚

拟

现

实

类

产

品 

国

内 

KM1930智能健身车 娱乐健身 
实时力模拟与 

智能控制 

可实时交互（全景实境、三维互动

场景）、数据反馈。 

小米VR眼镜 娱乐游戏体验 手势识别 
虚拟场景、实时交互， 

提供数据反馈。 

国

外 

CyberithVirtualizer 
虚拟现实跑步机 

运动感代入 
手势识别 

触觉反馈 

智能肢体动作识别、虚拟场景、

实时交互，提供数据反馈 

微软XBOX ONE/S  

Kinect 2.0感应器 
动作捕捉 

深度检测、语音 

识别和声源定位 

手势判断、语音及动作控制、 

体感游戏 

 
其中，嵌入式类健康产品则主要依托传统的运动

健康产品，将嵌入式系统融入到可穿戴设备，通过收

集与整理人体运动数据，监控运动状态和生理指标，

实现运动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类运动健康产品就是利

用各种移动接入技术，将各类终端与互联网连接，载

体多为智能移动端，表现为各种移动应用软件。该类

产品从功能上主要分为记录运动健身数据类、指导运

动项目学习类、引领健康生活类等三大类。大数据类

产品主要指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健康数据分

析平台，而虚拟现实类产品目前有两个主要应用方

向，其一为体感类产品，通过 Kinect 等体感传感器，

捕捉人体动作，在虚拟场景中显示；其二为情景代入

类产品，主要通过 VR 技术，给用户身临其境的感受，

甚至提供远程应用，提升用户的运动体验[6]。 

2  “互联网+”健康运动产品设计现状 

“互联网+”的概念提出虽然不久，但以互联网思维

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产品设计早已开始。美国作为

促进运动健康的先驱，较早将产品研发重点转移到“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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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领域，尤其以智能硬件为载体，从运动数据捕

获与分析切入[7]。目前，比较知名的国际传统信息技

术公司、电信运营商都开始关注互联网+运动健康领

域，飞利浦、西门子、德州仪器等半导体厂商基本垄

断了健康设备芯片市场；IBM，惠普，SAP，Sybase

等抢占了健康应用软件和平台的有利位置；苹果、微

软、谷歌等则不约而同地瞄准个人健康管理平台[8]。

在我国，“互联网+”运动健康尚属于蓝海领域，呈现多

元化发展的趋势，现有 4 类产品呈现的设计现状如下。 

1）嵌入式类产品。嵌入式类产品是以信息技术

为根基的，其系统的功能、体积和成本直接影响其在

产品中的顺利应用。而且，该类产品不仅需要在缺乏

专业维护和用户监督的条件下稳定运行，同时还需满

足用户随身携带与灵活配置的要求，因此传感器功能

的创新与集成是现有解决方案的主要难点[9]。另外，

现有的产品多以技术攻关为重点研发方向，产品外观

还以传统形态为主，产品互动性、娱乐性以及对用户

情感需求关注不足。 

2）移动互联网类产品。移动互联网的优势在于

打破了时空对数据通信的约束，使应用该技术的产品

具有便捷、共享、实时和多样的特点。现有的目前该

类健康产品功能同质化比较严重，用户定位不明确，

对用户运动行为激励不足，缺乏黏性[10]。 

3）大数据类产品。运动健康大数据泛指与运动

和健康相关的数据。从内容上分析，运动健康大数据

包含运动数据、个体医疗数据、生理数据等。由于大

数据应用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收集和处理大量

异构数据流[11]，并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云计算和

大数据技术一起已经成为运动健康产品的重要内核，

主要应用于专业运动辅助、个人健康服务以及群体健

康管理等领域。如何整合不同类型的数据集合、实现

信息安全共享以及不同运动健康领域的融合，是当前

的大数据类产品面临的重要难题。 

4）虚拟现实类产品。虚拟现实是互联网发展的

关键技术之一，可以让用户对虚拟世界中的事物进行

交流和互动，具有智能化、沉浸感和超现实性的特点，

与运动模拟技术整合后，在运动健康产品领域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12]。如何有效提升用户体验，是虚拟

现实类产品研发的核心。 

3   “互联网+”运动健康领域产品设计发展

趋势 

在运动健康领域，以嵌入式为基础的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将走向融合，促进运动健康行业向专业

性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技术模式的连接性和数据化趋

势将影响运动健康产品生态模式将发生变化[13]，“互

联网+”技术和运动健康产品的融合已经成为产业转

型的常态，并驱动现有的运动健康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出新的运动健康模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

技和运动健康产品的高度结合，打开了创造、创意、

创新的新趋势，其发展趋势主要有 3 个方面。 

3.1  从生理健康到全面健康发展 

当前的“互联网+”运动健康产品的健康数据集中

在生理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上，而个体健康还应该包含

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的全面

健康。结合云计算、先进传感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各

种可穿戴式智能设备，为多层数据的采集提供了技术

支撑。例如，Neurosky 公司开发的 TGAM 脑波芯片，

已经可以对人们的心理行为和认知状况进行监测[14]。

提高健康数据的智慧化水平，准确识别人体的心理与

精神状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干预性建议或解决方

案，对实现个体全面健康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基于“互联网+”的全面健康，也将专注于社会健康领

域，包括产品、服务和机构。 

3.2  从人机共融延伸到情景感知 

人机交互一直是运动健康类产品发展的关键技

术。正在兴起的虚拟现实技术将驱动现实世界与虚拟

世界的融合，为从现有的人机共融到情景感知提供了

现实基础。而且 AI+和 VR+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在运动

健康领域的应用，为人、机、云端无缝交互提供了重

要可能，运动方式可能会突破时间、空间、环境等各

种因素的影响，为用户提供更加科学和积极的锻炼方

式。而且，这一趋势不仅会影响产品的发展，也将变

革整个运动健康服务的业态和模式。 

3.3  个性化健康管理趋于平台化 

海量运动健康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和分享，

将衍生出独立的数据服务平台，而这些数据平台将促

使运动健康管理也走向平台化和个性化，直接导致现

有健康管理模式的改变 [15]。通过智能设备以及云平

台、云计算的发展，不断促进运动健康数据采集、健

康数据分析，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维度，涵盖了健

康、疾病、痊愈、衰亡或运动等不同阶段，对个人或

群体进行健康状态的评估和管理[16]。健康管理模式趋

于平台化和个性化的发展将会实现健康资源的最优

配置，提高健康管理水平。 

4  结语 

“互联网+”与运动健康领域的结合，为传统运动

健康行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突破口。可穿戴式设备触

发了智能运动产品的开端；嵌入式设备处理能力的提

升允许用户实时对其运动行为进行跟踪、记录运动情

况和运动轨迹，促进了运动健康产品的移动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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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数据挖掘则催生了智慧运动服务，为运动评估、

运动管理、个性化运动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应用方向；

VR+与 AI+的快速发展，给用户提供了远程参与和“人

机合一”的运动体验；现代传感技术的应用也为生理

健康到全面健康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互

联网+”将逐步进入大众健身活动，成为促进我国健康

产业发展、结构升级和优化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背景

下，“互联网+”运动健康领域产品的设计，应该以交

互方式的创新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为核心，针对特定的

产品、领域和服务需求，围绕健康数据、应用技术和

服务流程等层面，多层次地开展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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