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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儿童全面健康监测系统设计的实现。方法 综述互联网+

技术、云技术的方法和主要特点，结合对当前儿童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进行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的

需求分析，获得整体模块化设计的新思路。结论 通过对儿童健康管理系统的支撑技术、系统构架及具

体的界面设计，为儿童提供更加全面的健康监测，方便父母对儿童健康状况的了解与掌握，更好地呵护

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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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Design of Observation System for Children's Health Management 

ZHU Meng-ya, CHEN Deng-kai, YANG Qian, LI Bing-chao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et+,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designed for children is realized. It 

summarizes the methods and main feature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loud technology, combin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

sis of current children's health status, analyzes monitoring system for child health management, and finally obtains a new idea of 

obtaining integral modular design. It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health monitoring for children, through the support system 

of children's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specific interface design, in order to make it convenient for 

par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children's health, and to better protect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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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儿童所占比例也很大。随着全

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根

据统计发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儿童死亡的降低率

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有很大不足。儿童年死

亡人数从 1990 年的 1270 万降至 2013 年的 630 万[1]。

而儿童健康与保健服务不仅是社会的重要关注点，而且

也是卫生服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衡量一个国家社

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指标中，儿童健康的服务与

管理水平也是其中重要一环[2]。互联网技术随着经济的

发展，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医疗健康是目前形势下一

种健康管理的创新模式，它不仅可以提供患者的疾病风

险评估，帮助患者认清自身的健康情况，进行科学有效

的疾病预防，而且也可以帮助患者在院内就医时，使就

医流程进一步优化[3]。由此可见，在互联网+环境下，

综合运用云技术，研究居家儿童健康系统的开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互联网+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及支撑

技术 

1.1  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 

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是以儿童健康监测为核

心，以儿童健康保护、疾病预防为主要目的。以互联

网等技术为依托，通过一款儿童可随身携带的手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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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设备与一个互联网云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及处理，以

实现儿童健康监测及健康问题处理等功能的健康管

理系统。 

1.2  互联网+技术及云技术 

2015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

出了制定“互联网+”计划，指出了“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促

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

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目前已有的运用互

联网技术的医疗模式是让人们在寻求医疗救助时，通

过多种求医途径的选择，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已成为

一种医疗保健服务和医疗救护的新模式，开始改变了

人们传统的医学观念，就医方式，诊疗行为及医学科

研模式等[5]。互联网+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通过将

传统思维和互联网思维的结合，用技术联合的方法，

最终实现多个方面多种功能“1+1>2”的良好效果。 

云计算是一种可以支持用户随时随地便捷地按

需访问一个共享的、可配置的资源池的模型[6]，其改

变传统的服务方式的本质，到目前为止是一种最高

级的服务方式：它可以为用户云中提供可随时随地

享受服务的便利，而让用户不必关心云的位置和实

现途径[7]。通过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儿童健康相关

信息在不同设备上的同步，方便家长信息查询。 

1.3  系统需求分析 

在系统设计之前，通过走访、资料查阅等多种方

式，引导出儿童家长及儿童对健康监测系统所提出的

需求，并根据这些需求进行进一步的设计。儿童健康

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对儿童健康的实时监控。一方面由于儿

童家长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繁忙，导致儿

童家长对于儿童关注的精力势必减少；另一方面由于

儿童活动范围的日益增大，如幼儿园、游乐园等，家

长很难做到时时陪伴。而儿童普遍体质较弱，身体素

质较差，同时缺乏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如果不能对

儿童健康进行实时监控，会造成很大的风险。我国现

有的传统式监测管理系统是以家庭、社区或托幼机构

为单位，通过手工台账的方式记录儿童的健康管理、

营养和膳食、体格评价等，或是使用单机版软件进行

管理，整个管理过程出现多个报表、表格不规范及统

计耗费时间长等问题[8]，这导致家长不能及时监测儿

童健康状况。 

2）患儿多而医生少。以甘肃省为例，有关统计

显示，至 2015 年底，共计 2135 人儿科医生，8145

张儿科床位，目前与 WHO 规定的每千名儿童拥有 1.5

名医师的最低标准相比，我国每千名儿童仅有不到一

名儿科医生资源。现在，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儿

科医生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9]。这样患儿多而医生少

的现象并非个例，在全国都是如此，因此，家长对儿

童健康状况的监测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云技术搭建的

大数据收集及处理平台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局面，一

方面在儿童健康出现小问题小波动时家长就能有所

察觉，可以在“未病时”及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

云技术大平台可以有效地实现线上医疗问题解决，也

可以及时精准地找到合适的医疗资源。 

根据这些问题，针对儿童健康，系统应当提供以

下功能：实时健康监测、医疗资源与信息共享。 

2  系统整体构架 

2.1  系统模块设计 

2.1.1  系统设计与实现 

根据所描述的需求分析，所开发的系统为互联网

+环境下移动端儿童健康监测系统，是为儿童健康提

供更好的关怀，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服务的，其系统构

架及功能见图 1。 

 

图 1  系统总体构架及功能结构 
Fig.1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tructure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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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整体构架主要分为：使用者、应用系统、

数据库服务器和网络 4 个部分。在系统中，所用的数

据主要分为两种。 

1）儿童个人信息数据库。在手环式监测设备首次

使用时，父母录入包括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紧急联

系方式、总体健康状况在内等儿童的基本信息。在使用

过程中，通过移动端的实时监测，运用云技术的手段，

及时将监测到的儿童的各项健康指标，如体温、脉搏、

血压、睡眠时长和质量等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儿童个

人健康信息的及时汇总，使父母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

网，登录相应账户都可以查看儿童的健康数据。 

2）健康信息数据库。用来存放该年龄段健康儿

童各项指标，以此作为评判该使用儿童的健康指标依

据。同时，该数据库中还包括专业的医疗共享信息和

医疗资源。这些专业的医疗共享信息和医疗资源，是

由相关工作人员运用互联网和云技术的方法将本院

相关信息上传，当儿童出现轻微小病时，可通过远程

医生系统，家长了解解决方法与对策。当儿童必须就

医时，该数据库可提供附近医院儿科挂号情况、空余

床位等各类问题。 

2.1.2  系统服务对象及使用角色 

本系统的主要服务对象为儿童，通过互联网、物

联网、云技术对儿童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在整个

系统中，主要有服务对象儿童、儿童家长或监护人、

服务提供者、医疗信息提供者如医生等。其中，儿童

家长或监护人具有 3 项功能：实时了解儿童健康状

况；当儿童出现某项健康问题时，及时收到来自系统

的提示消息；及时通过线上系统，解决轻微儿童健康

问题，并能了解到医疗资源的最新信息和共享医疗内

容。服务提供者主要是进行后台数据维护及处理，保

证儿童个人信息数据库的正常运转，以及医疗健康信

息数据库维护，保证医疗资源与信息共享内容的部分

的正常运行。医疗信息提供者如医生等，主要进行医

疗资源和信息共享内容的提供与更新以及部分远程

医疗工作。 

2.2  系统功能详述 

该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分为实时健康监测，医疗

资源与信息共享两大模块，见图 2。实时健康监测。

通过携带手表式监测设备，可以实现对儿童健康各项

指标的实时监测。当某项指标出现问题时，系统会自

动及时将信息发送给儿童家长或监护人的客户端，同

时也会根据数据库提供解决措施。 

医疗资源与共享功能。当儿童健康出现问题时，

系统数据库会及时提供解决措施。如果问题比较轻 

       

图 2  各功能页面设计示例 
Fig.2 Examples for each function page design 

微，家长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解决措施自行解决，也

可以申请医生进行远程医疗。当问题比较严重，必须

采取线下就医时，系统会及时将附近医院儿科挂号情

况，医生出诊，儿科病床等各类信息发送给儿童家长

或监护人。 

图 2 是各功能页面设计示例。点击功能首页个按

键，可以跳转到个具体的功能页面。在实时监测页面，

当某项指标不在正常值范围内时，该选项框会变为红

色起到警示提醒作用。在健康评估界面，会对今日健

康进行打分，本周内健康分数折线图，方便家长了解

掌握儿童近日健康总体趋势。疾病提示页面会显示现

在疾病状况，有联系医院和家长紧急自助治疗快捷按

钮。在医疗咨询功能页面则可以直接点击相应内容进

行对应操作。 

2.3  互联网+和云技术在该系统中的具体应用 

“互联网+”技术和云技术并不是将这两种技术与

儿童健康检测管理系统的简单叠加，而是将监测系统

与这两种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创造出的一种以服务儿

童及其父母为核心和导向、全新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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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系统中，“互联网+”的功能是让数据变得更

加充分流动与透明[10]，在该监测系统中，数据不仅仅

为被监测儿童及其父母使用，更多地将用于构建一个

庞大的网络系统，构成健康信息数据库，供每一个系

统使用者使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系统里，数据

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将释放更多的潜力，对他人而

言，其他每个人的数据都很有价值，并最终激发整体

的活力。同时，“互联网+”技术协助构成在医疗资源

方面的信息与数据的提供和同步更新。 

云技术在该系统中为数据的应用提供了后台支

撑。在该系统中，随着使用儿童数量的日渐增多，

会 产 生 非 常 大 的 数 据 流 并 有 大 量 待 处 理 的 信 息 传

递，这就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存储处理中心来

存储、计算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而云技术因其虚拟

化、分布式和并行计算的特点，可以为物联网提供

高效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存储能力 [11]，从而提供强

有力的后台为该系统支撑。使该监测系统的使用者

可以快速录入信息和查阅历史信息，完善用户体验，

增强用户信任度，同时也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成本。

另一方面，云技术的运用推动了该系统中儿童健康

信息的共享。通过云技术，使用户只要登录系统，

并连接互联网就可以同时访问和使用被保存在云端

的同一份数据。 

3  系统服务流程设计 

3.1  系统业务流程图 

系统业务流程见图 3。 

 

图 3  系统业务流程 
Fig.3 System business flow chart

3.2  系统平台的工作流程 

系统平台的用户（包括儿童、父母及医护工作人

员）通过登录系统客户端进行操作（父母进行初始数

据录入，儿童被实时监测健康数据，医护人员录入医

院相关信息，如儿科挂号情况和医生出诊情况、医院

基本医疗设施等），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相关数据上传

云端共享，使父母可以看到孩子健康状况的实时数

据，与医院的相关情况。同时，云技术的使用，使父

母也可以看到同龄儿童相应的健康数据，进行儿童健

康状况的判断，当某项指标或某几项不在正常范围内

时，会通过互联网提示父母：儿童此时处于不够健康

的状态，并进行轻微不健康状态和非轻微两种状态的

判定，提供相应的储存在云端的医疗服务信息。当儿

童是轻微不健康时，系统会为父母提供储存在云端的

自助医疗解决方法，或通过互联网申请医生远程医

疗。当儿童处于非轻微不健康状态时，系统会根据云

端数据提供附近医院医疗设施等基本情况，供家长尽

快找到最合适的医疗资源。作为医院工作人员，他们

可以输入帮助家长进行自助治疗的药单和方法，医院

的医疗设施，儿科出诊情况等，也可以查看远程医疗

需求，并进行连线医疗。总之，该平台是一个双向同

时运行的系统，可以保证信息的实时沟通，让监测更

加准确，让父母更加放心。 

4  结语 

该儿童健康管理监测系统是以儿童为中心，以互

联网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为依托，旨在为儿童提供更加

全面的健康监测，让父母对儿童健康情况更加了解，

遇到儿童生病时不再手足无措所搭建的平台系统。该

平台可以为家长提供照顾儿童更加科学有据的方法，

也为儿童就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与服务，但该平台

在后续的实际应用中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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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护的问题，系统平台在实际应用时务必要考虑到

防止用户信息，包括儿童信息和家长信息的泄露，保

障用户的信息安全；第二，进行平台功能的进一步丰

富与完善，比如平台用户的进一步细化，针对细化后

的用户提供更加全面的功能设计，使平台更加完善；

第三，系统平台覆盖面积的扩大，针对一些信息相对

滞后的地区，该平台要保证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提

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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