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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移动互联网视域下对孕产妇移动健康需求进行分析，研究其服务创新实践过程中的特征

与趋势。方法 从产品提供、医疗问诊导向、孕产妇交流互助、孕产妇健康自诊 4 个方面，探讨分析了

孕产妇健康领域典型的服务案例的特征与趋势。提出该领域服务设计的创新机会，并以实际的设计方案

论证了相关策略的可行性。结论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服务创新，为孕产妇健康领域的服务设计提供

了诸多契机，为孕产妇领域的健康服务设计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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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aternal Health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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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mobile health needs of pregnant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e Internet, and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service innovation practice.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ypical ser-

vice cases in the field of maternal health from four aspects: product provision, medical consultation orientation, maternal 

mutual aid and maternal health self-diagnosis. It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pportunity of service design in this field, 

and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relevant strategy with the actual design scheme. Based on the service innovation of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a lot of opportuniti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are provided for the service design of the ma-

ternal health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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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的健康问题一直是关系全民稳定的重大

议题，特别是我国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后，国民对孕

产妇健康的关注热度持续增加[1]。在此背景下，孕产

妇健康领域的服务设计成为重要的服务创新课题。与

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数字终端的

普及，使得孕产妇健康服务设计的形式与内涵悄然而

变。本文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针对孕产妇健康领域

的创新实践，选择典型的服务案例进行特征与趋势方

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孕产妇健康服务设计的

创新机会，同时以实际的设计方案论证了相关策略的

可行性。 

1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服务创新 

通常，移动互联网是指以各种类型的移动终端作

为接入设备，使用各种移动网络作为接入网络，从而

实现包括传统移动通信、传统互联网及其各种融合创

新服务的新型业务模式[2]。而传统意义来讲，服务创

新是一个与外部行为者尤其是用户交互作用过程，本

质上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并在与用户互动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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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3]，因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逐渐发展的服务模

式，以移动网络为载体，将互联网与服务相结合，为

服务创新提供了新的内涵，为服务设计创造新的价值

提供了契机。 

在这种背景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可穿

戴设备等移动数字终端产品，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服务

模式[4]。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互联网类业务提供了可持

续发展的新商业盈利模式，一方面 APP 成为移动互联

网界的超新星，另一方面智能终端呈现多样化发展[5]。

这对服务创新起到了重要的辅助和推动作用，终将促

使用户行为方式和生活场景的嬗变。 

2  面向孕产妇移动健康服务的新型案例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了移动健康服务的多样

化发展，特别在孕产妇健康管理领域，对孕产妇的信息

接收方式，健康管理模式造成了显著的改变。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指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知

识的了解程度，对实现孕产妇的健康尤为重要[6]。而移

动互联网以及 APP 的普及打破了传统孕产妇健康服

务的局限性，让健康知识自由共享、医护服务便捷个

性、健康管理数字智能。 

从 IMS Health 机构 2013—2015 年的统计数据可

看出，移动健康类 APP 两年数量翻倍[7]。移动健康已

成为孕产妇健康管理的新型途径，因此，为了对孕产

妇健康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从孕产妇移动健

康案例中选出了 7 个典型案例，并从以下 4 个方面进

行分析，孕产妇健康领域的新兴案例及其功能服务整

理见图 1。 

 

图 1  孕产妇健康领域移动服务案例 
Fig.1 Mobile service cases in maternal health field

2.1  知识产品与使用产品的提供 

孕产妇掌握产前、分娩及产后相关知识是做好围

产期保健，防止妊娠期、分娩期及产褥期并发症，保

障母婴健康的必要手段[8]。健康信息共享平台和社交

化的应用打破了孕产妇和医生数量不平衡的现象，加

速了孕产妇健康领域知识产品共享和孕产妇使用产

品的定位销售。例如《康大预诊妇幼版》是一家基于

地理位置为女性和宝宝健康提供专业指导的软件，面

向医院医生提供专业知识分享平台，并通过视频课

程、远程协助等功能为孕产妇提供健康知识。相关育

儿资源分享产品还有《春雨育儿》、《辣妈帮》等。同

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线上商城的产生，打破

的传统的产品销售模式[9]，例如《宝宝树孕育》美囤

模块是根据用户怀孕时长或者宝宝的年龄定位妈妈

所需的生活用品，以此为基础进行精准的推送，并提

供孕产妇沟通平台。 

2.2  孕产妇医疗问诊 

孕早期和围产期的孕妇身体健康状况需要格外

关注，而传统医院规则体系相对封闭，医生就诊时间

固定，医生与孕产妇数量不平衡，导致医生提供给孕

产妇检查、咨询的时间受限[10]。而孕产妇由于其自身

的特殊性，就诊往往需要家人、朋友的陪伴，同时在

就诊过程中排队、挂号、咨询、检查等存在诸多不便。

移动互联产品的普及，为孕产妇和医生搭建了线上平

台，提供了新的沟通契机和方式。《康大预诊妇幼版》

是孕产妇健康咨询的专业医疗服务类软件，医生的基

本信息在移动终端中展示，用户可以在线选择可信赖

的医院的医生或专家医生进行咨询，同时产品记录用

户的问诊数据，以此形成用户档案，由于软件可以基

于地理位置，用户也可在线下问诊或产检时直接使用

档案，为用户提供更个性化的医护服务。此外，《春

雨育儿》的“轻问诊”模式，通过集聚社会医疗资源，

利用医生碎片化的时间，在线为妊娠女性提供帮助。

相关产品还有《乐孕》。 

2.3  孕产妇交流互助 

母婴类 APP 用户的特殊性，凝聚了大量有共同

需求的孕产妇，从而建立了较为精准的孕产妇社交

圈。社交圈的建立为具有相同怀孕经历、育儿经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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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诉求的妈妈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助平台，使得原本

孤立无援的孕产妇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同时通过借鉴

其他妈妈的经历和建议对问题作出最优的解决方案。

妈妈圈主要包括孕期健康知识、生活经历、围产期注

意事项、育儿经验等相关内容。例如《宝宝树孕育》

的圈子功能为孕产妇提供同龄圈、备孕圈、怀孕圈、

产后圈等垂直细分社区，为相同月份怀孕的妈妈们提

供交流的平台，鼓励孕产妇记录自己的身体状况，分

享真实孕产经历，增强社群的互动性。《辣妈帮》基

于地理位置提供辣妈聚会，给孕产妇的线下交流提供

机会。 

2.4  孕产妇健康自诊 

孕产妇作为处于特殊阶段的女性，除了固定的产

检外，其在日常生活中也面临着以自我管理为主的健

康管理需求。通过对孕产妇的需求研究，笔者将孕产

妇健康自诊概括为生活、心理、胎儿、临产、产褥期、

新生儿等方面的护理，见图 2。孕产妇的健康自诊（如

对胎儿的护理和膳食营养的需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

非医疗诊断。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孕产妇提供了一

种新型的健康管理模式，如《宝宝树孕育》是一款根

据个人信息，通过可视化的方式智能记录胎儿在母亲

体内每日变化的状态，同时提供特殊阶段的护理知识、

饮食推荐、孕产期的正常身体反应等功能服务。而《乐

孕》的自检功能，使用户通过自我诊断功能及时了解

自身的状态，《康大预诊妇幼版》的首页为用户提供语

音症状描述，帮助其明确自身的状态和需要就诊的科

室，同时专业医疗检测模块为孕产妇提供了在家自我

检查的功能。相关服务软件还有《孕期食谱》、《孕期

管家》，为用户提供孕期健康、饮食等知识和指导。 

 

图 2  孕产妇自我管理的方面 
Fig.2 Aspects of maternal self-management  

3  面向孕产妇的健康管理的设计机会  

移动互联网不断深化，重塑了用户接收和运用知

识的方式，成为服务创新的有力杠杆。如何准确的把

握互联网信息，并在孕产妇健康服务这一垂直领域发

掘设计机会，俨然已经成为设计师考虑的问题。 

3.1  基于阶段需求的线上知识与产品分享 

孕产妇身体的每个阶段所需要的知识和所使用

的产品均是有所差异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

的应用，使得移动终端应用对用户信息的采集更加便

捷化，结合孕产妇自身状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更

有助于孕妇及时获取孕期或产后需要的知识，快速转

化为己用。其中，对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区分，知

识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与线下机构的结合是服务提供

者考虑的关键因素。依据用户阶段性需求，更有助于

建立用户对产品的信任度，同时周边产品的推荐，便

于孕产妇每一阶段选购，提高用户粘度。  

3.2  有利于医患关系的 O2O 的互动渠道 

移动终端应用在孕产妇和医生之间建立了快速

便捷的沟通渠道，通过汇集医生的资料信息建立信用

评价机制，使用户问诊选择更加透明化，同时将医生

的工作单位进行合理化展示，线上线下结合，增强用

户问诊过程中的信任感和安全性，保证问诊数据的准

确性和双方行为的有效性。此外，医生和孕产妇的线

上问答和互评，增进了彼此的互动，引导孕产妇将身

体健康状态有效的反馈给医生，有助于医生对孕产妇

资料的管理。这种基于线上互动与评价机制的医患关

系的建立，打破了传统就医模式，有助于实现对医院

分流的目标，推动社会互动层面信任机制的建立。 

3.3  以孕产妇为中心的精准社交圈 

作为移动互联网催生的一种新型网络社交关系，

用户间的信任度决定了社交圈的质量。由于孕产妇一

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经历，在社交圈中更容易产生共

鸣，基于这种共同体验的联系将更有助于营造良好的

话题环境，利于用户将真实的生活经历进行共享，建

立孕产妇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其他用户提供协助，但

作为网络社交，用户隐私的保护以及线上线下结合是

用户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服务提供着主要考虑的因

素。以陈晨、杭璐等人针对妊娠女性设计的基于社区

的孕期运动服务平台为例，见图 3，设计者在专家访

谈中挖掘到孕期合理规律地运动，有助于提高妊娠女

性自身的身体素质和增加分娩产力的机会点，用户调

研中发现 75%妊娠女性渴望运动，但由于环境和身体

因素不愿离开居住地过远，孕期瑜伽班很难招到人等

痛点。搭建了基于地理位置将运动机构和孕妈们引入

社区的孕期运动服务平台，建立了妊娠女性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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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孕期运动服务平台案例 
Fig.3 Service platform for maternal sports  

结合的孕产妇精准社交圈，分享交流健康知识、运动

信息。 

3.4  面向生活方式的孕产妇智能管理 

孕产妇受其自身身体状态的限制，难以进行“家

—医院”之间的频繁奔波。包括可穿戴医疗健康设备

在内的移动数字终端的应用，强化了移动互联网作为

工具对孕产妇健康管理方面的优势，将专业的医护服

务与孕产妇日常生活结合，为孕产妇提供诊断、监测、

干预一体化的服务，并为改变孕产妇的生活方式提供

了可能性。特别在孕产妇长达一年的孕产期中，有效

的自我管理将对其日后恢复和宝宝健康产生积极作

用。以杨宜欣设计的孕妇胎动监测智能设备为例，见

图 4。该产品通过终端设备检测孕妇的胎动数据，经

由无线蓝牙技术，将数据传输到移动设备上，通过可

视化视觉设计形式将胎儿的胎动动态进行展现，并提

供相应的妈妈的动态建议，促进孕妇与胎儿进行互

动。同时也有数据的直接展现，让用户对于胎动等身

体健康指数一目了然，并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专属个人

的健康建议推送，让健康建议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同时为了进一步增进孕妇与家人朋友的交流互动，可

以将胎动记录可以分享至社交媒体与家人朋友共同

分享宝宝的动态，进行互动交流。 

 

图 4  孕妇胎动监测服务设计案例 
Fig.4 Service design for pregnant women fetal movement monitoring  

4  结语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服务创新，为孕产妇健康

领域的服务设计提供了诸多契机，为提升孕产妇的安

全感提供了可能性。以移动互联网为媒介和工具的孕

产妇健康服务设计，使得孕产妇健康服务在资源整

合、信息普及、产品推广、角色沟通、关系网络构建

及其用户自主性等各个方面取取得突破型发展。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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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孕产妇健康服务设计，有着全新的

发展前景和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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