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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在哮喘移动医疗应用设计中情境感知理论的介入点，以期改善目前哮喘移动医疗服务

的质量低、同质化等问题，从而提升哮喘移动医疗应用的实际诊疗效果和用户体验。方法 通过对情境

感知理论发展的简单梳理和哮喘管理情境因素的分析，结合当前社会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移动设备背

景下的哮喘移动医疗服务特性，凝练出包含用户、任务、社群、设备这 4 种情境因素的哮喘移动医疗服

务情境模型，并从优化应用功能、提升服务深度、加强用户体验的角度入手，提出基于上述情境因素的

设计策略。结论 情境感知理论的运用，加强了应用对于情境信息的感知能力，有助于理解患者特征和

行为，深度挖掘患者需求，向患者提供更具个性化、情感化的哮喘移动医疗服务，提升哮喘自我管理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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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Asthma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TANG Shao-chuan, JIANG Xiao, DENG Li-yua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act point of context awareness theory in the design of asthma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low quality and homogenization of the current mobile medical 

service in asthma, thus improving the actu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ffect and user experience of the asthma mobile 

medical application. By simpl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xt awareness theory and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factors 

of asthma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thma mobile medical service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t mobile devices, the context model for asthma mobile medical services that had four 

situa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users, tasks, communities and equipment was condens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

mizing application functions, improving service depth and enhancing user experience, a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al factors was proposed. The application of context awareness theory strengthens the perception 

of situational information,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pati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deeply excavates the needs of 

patients, and provides patients with more personalized and emotional asthma mobile medical services to improve the ef-

fect of self-management of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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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病因其病程长，反复发作的特点，在实际治

疗中患者常难以维持较高依从性，控制效果差。得益

于大数据计算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现有的哮喘移动医

疗应用能有效地提升哮喘病就诊、护理、观察服务的

效率，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应用功能、服务形式简单

同质化，操作逻辑混乱、用户体验差等问题，导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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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服务质量低于预期。Schilit 在 1994 年提出了情境

感知，指通过感知情境信息和用户行为，并根据需要

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服务[1]。在哮喘移动医疗应用设计

研究中融入情境感知理论，有助于深度挖掘情境信

息，理解用户行为，获取用户的潜在需求，提升其功

能层次以及服务深度，赋予系统服务预测性、情感化、

个性化的特征。 

1  哮喘管理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到 2025 年全球哮

喘病患者将增加至 4 亿人。哮喘发作临床表现为胸

闷、气急、呼吸困难，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和心理健

康。由于哮喘治疗周期长，反复易发作的特点，病人

在日常的哮喘管理中，容易产生挫败感，降低治疗依

从性。较低的治疗依从性，导致大约 80%的患者未能

有效地控制哮喘[2]。同时，由于传统医疗的低动态性、

资源的中心化特征，难以为患者提供高效的哮喘管  

理服务，因此，哮喘移动医疗应用应运而生，主要   

以提醒患者按时用药、监测数据记录、医患线上交  

流为主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患者对于哮喘的控

制力。 

2  情境与情境感知服务 

情境是指某事件存在或发生时周围环境的状况，

是活动主体的状态，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温度、

湿度等，是可被描述的整体状态。情境感知服务指计 
 

算机系统通过各种传感器，主动地收集周围的情境信

息，通过情境转换，将情境信息变换成计算机可识别

的情境数据，依此来为用户提供服务。情境感知服务

过程可分解为 3 个步骤：情境信息数据收集、情境数

据与用户需求分析、情境服务提供[3]。 

基于学者间不同的学科背景，对情境感知模型的

认识与思考也有所不同。Heli Wigelius 站在用户体验

的视角，总结情境模型应当包括任务情境、社会情境、

基础情境、空间情境、时间情境。P.S.Tan 针对在线

B2B 合作模式，得出更加具体的情境模型，包括客户

情境、货物情境、交易情境。可见，情境感知因素模

型会因研究目标的变化，衍生出不同的形态，在健康

管理的大情境下，存在 3 种情境感知模式，即直接感

知情境模式、迭代反馈情境模式、事件触发情境模  

式 [4]。健康管理产品中情境感知流程与情境感知模

式，见图 1。 

以情境感知服务流程为主线，蕴含 3 种不同的情

境感知模式。在直接感知情境模式下，系统收集用户

和环境信息，作为情境感知服务的基础。在迭代反馈

情境模式下，系统依据用户的需求提供适当的情境服

务，并感知用户在使用服务时的行为特征，以反馈的

方式调整和优化情境信息，使推送的情境服务更加准

确。在事件触发情境模式中，系统会实时监控某一数

值，当此数值达到预先设计的阈值时，便会直接触发

某种功能或是改变某种状态。3 种模式相互独立又相

互联系，结合情境感知流程，有效提升情境服务的完

整性和有效性。 

 
 

图 1  健康管理产品中的情境感知流程与情境感知模式 
Fig.1 Context awareness processes and context awareness models in h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 

 

3  哮喘移动医疗服务的时代新特征 

近年来各种产品和服务开始遵循以用户为中心

的设计准则，强调用户使用过程中的体验感。移动医

疗服务形式开始向患者自助型转变，采用大数据决

策、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思维，逐步代替以往医生导

向，医院管理的一次性诊疗思维[5]。基于此背景，哮

喘移动医疗服务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3.1  患者信息的大数据特征 

在移动医疗领域，患者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是健康管理、医患交流等后续护理的基础。患者在使

用哮喘管理移动应用时，会留下大量的数据信息资

料，这些快速产生、类型多样的大数据资料，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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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信息资产。对患者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与分析，

能获取患者的需求，辅以情境感知技术，可以把深藏

于患者大数据中的有用信息，以可视化、可交互的形

式展示出来[6]。目前的哮喘移动医疗应用，仅仅是以

图表汇总的形式，将患者已记录的数据信息一维地平

铺展示，这种形式与患者希望透过数据了解哮喘控制

效果的需求，产生了矛盾。通过情境感知服务的迭代

反馈的能力，深度分析患者的大数据，获取大数据深

层次的信息，一方面可以结合用户的行为和反馈，逆

向调整优化服务方式，提升现有服务的精准度；另一

方面系统会更加了解用户的需求，提供具有患者特征

性的个性服务。 

3.2  服务形式的个性情感特征 

得益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系统开始理解用

户行为背后的逻辑，使提供具备用户个体特征的精准

服务变得可能。哮喘的治疗需要长期进行监控和记

录，将哮喘病控制在稳定状态，患者的自我管理是

有效的治疗方法，一方面时间、空间限制小，具有较

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加深患者对哮喘的认知，有助

于提高治疗的效果[7]。患者自我管理的过程中，由于

年龄、性别、患病史、生理机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样的管理形式难以适用所有患者，哮喘移动医疗服

务需要具备根据患者特征进行量身定做，提供个性化

服务的治疗思路和方法。此外，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思维，在产品与服务的设计过程中逐渐凸显，用户体

验开始被重视，为用户量身打造的具有情感特征的个

性化服务，更易完成预期目标。通过情境感知分析用

户特征和情境因素，加大系统对用户需求和行为的理 
 

解与预测，是提供具有用户个人标签的定制化服务的

基础。 

3.3  情境信息的动态多维特征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智能设备，打破了传统线上

和线下相互分离的情境服务模式，不同使用情境之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严格划分诊疗前、诊疗中、诊疗后

的传统医疗过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移动医疗中

患者意愿导向的服务提供模式，并且有效信息的形式

也变得多维立体。当患者在使用哮喘管理移动应用提

供的服务时，主体设备在感知用户线上交互情境的基

础上，还能透过物理传感器感知真实环境情境，加强

线上服务情境与物理情境的关联性，降低时间和空间

对情境服务的影响。完整的服务流程能给予用户完美

的体验感，一系列智能硬件之间的互补，为服务的实

现提供了核心功能[8]。可穿戴设备等其他辅助设备，

从硬件上拓展了可感知情境信息的维度。多种传感设

备协同工作，加大了可感知的情境信息的范围，也让

服务的形式因不同传感器而有所变化，提升了服务的

精准度和个性特征。 

4  情境感知介入哮喘移动医疗的应用设计

策略 

基于上述哮喘移动医疗服务的新时代特征，结合

情境感知的理论发展，总结归纳出适合哮喘移动医疗

的情境感知因素，见图 2。将哮喘移动医疗服务的情

境因素分为：用户、任务、社群、设备 4 种因素，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 4 种情境因素的设计策略。 

 
 

图 2  哮喘移动医疗情境感知因素 
Fig.2 Context awareness factors of asthma mobile medical 

 
4.1  基于用户情境的设计策略 

基于情境感知的哮喘移动医疗应用需要建立动

态的用户特征模型，理解用户是建立用户情境模型的

基础。哮喘移动医疗中用户特征指患者的基础数据，

包括身高、体重、年龄、性别、哮喘患病史、PEF 值、

哮喘发作周期等，是每个用户的个人信息集合。系统

通过获取此类患者特征信息，来构建患者用户模型，

作 为 后 续 服 务 的 基 础 。 系 统 也 会 感 知 用 户 的 使 用   

反馈，调整和完善用户特征，提高服务的精准度和有

效度。 

此外，在移动医疗应用中“用户”具有多重含义。

由于幼儿哮喘患者和老年哮喘患者等特殊群体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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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应用的操作者可能是患者的亲

属，非患者本人。此外，若患者本人即用户，那么在

实际中还需要考虑用户的“患者”身份特点。以用户

首次使用应用为例，尝试将实名注册过程与患者基本

病历的填写合并，一方面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避免

重复的信息填写；另一方面，系统通过感知用户输入

的关键信息，对用户作初始分类，精准建立用户模型。

比如用户输入年龄时，系统感知输入的年龄属于认知

较弱的患者群体，通过提醒、询问用户，从而确定应

用的使用者。 

4.2  基于任务情境的设计策略 

通过移动医疗应用获取有效的哮喘治疗方法，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是患者 直接的目标，这种结果导向

型的目标，要求尽可能减少患者的操作步骤。基于任

务情境的策略是指用户在完成一次操作或者任务后，

系统通过感知推测出用户的下一步操作意图，主动提

供相关提示和功能，以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这种隐

式的情境交互方法有两个关键要素：感知、推理[9]。 

一方面可以根据患者的认知行为习惯，来感知预

期操作并进行推理。比如，当完成每日例行的数据记

录时，很多患者会想要从长期的数据记录中，了解到

哮喘控制的情况。此时“数据记录”功能就和“数据

展示”功能有了连结点，可以在适当的位置提供功能

跳转的链接。另一方面，依据任务的操作流程，也能

对用户行为进行有效预测。比如，“医患线上交流”

任务流程大致可以分为：选择医生—打开聊天窗口—

询问医生—医生回复—发给医生近期的记录数据—

医生回复—解决疑问或是继续提问。此类特征明显的

任务流程，可以根据任务步骤来予以推断，当患者打

开医生的聊天界面，系统感知用户的操作并根据当前

任务情境分析流程，推测患者下一步将与医生进行交

流，此时系统主动调取患者病历等信息，发送给医生，

减少用户的操作步骤，提升操作的效率。 

4.3  基于社群情境的设计策略 

在移动医疗领域，具有生活化、娱乐化、社区化

特点的健康管理应用，相比纯功能性的医疗应用，普

遍具有更高的用户粘度[10]。虚拟社群富有生活的气息

和轻松的氛围，具有相似属性的用户在这里聚集，组

成一定规模的群集，形成社交关系，相互交流，互相

理解。这里的社交并不是患者的硬性需求，而是作为

患者这一特殊群体，内心情感上的寄托。人在陌生的

环境中会本能地寻找熟悉的事物，对于患者而言，大

众社会就是他们的陌生域，社群化让同类患者相识，

增加彼此安全感亦能互相取经，有利于病情的控制。

同伴，支持模式通过患者间通俗易懂的语言交流，能

有效提升患者的哮喘控制能力[11]。在患者首次使用应

用时，系统可以读取患者填写的基本信息，向其推送

合适的哮喘康复线上社群，引导其进入社群环境。 

此外，以社群的形式将大量具有相似特征的患者

进行标签划分，通过大数据分析，方便系统对具有相

似属性的患者建立患者群体的特征模型，结合不同患

者间个人特征的差异点，提供更精准、个性的服务。 

4.4  基于设备情境的设计策略 

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在哮喘移动医疗应用的情境

感知中，移动设备不仅是情境感知的接受端，同时也

是情境感知服务的发起端。现代移动设备内置了丰富

的传感器，在与其他外部传感设备的配合下，能提供

更多样化的服务，移动设备可感受的情境信息，逐渐

成为系统提供功能和服务的设计准则。移动设备上的

GPS 定位，能详细记录用户移动的路径，智能可穿戴

设备上的心率传感器，能实时获取用户的心跳、呼吸

频率等信息。另外，与云服务、大数据相结合，分析

平台上海量患者的资料数据信息，让系统深度学习，

构建精准的服务模型，便可提供基于患者特征的服务。 

以运动为例，剧烈不当的运动易导致哮喘发作，

但研究表明，合适的体育活动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身体

素质，并帮助将哮喘控制到 佳状态[12]。实际上许多

患者难以把握合适运动的度，导致哮喘诱发，因而对

运动产生抗拒感，放弃运动。将移动设备与可穿戴设

备结合，通过可穿戴设备来感知用户的生理指标，移

动设备进行情境计算，同时结合大数据，综合分析线

上留存的患者群体信息，提供精准的运动辅助功能。

通过多种设备的协作，加强系统对各种情境信息的感

知能力，从而更好地支撑哮喘移动医疗的情境感知 

服务。 

4.5  哮喘移动医疗情境感知模型的构建 

以情境感知流程为骨架，结合前文对哮喘移动医

疗服务的 4 种情境因素的分析，以及提出的设计策

略，综合梳理出基于情境感知理论的哮喘移动医疗服

务情境模型，见图 3。 

5  结语 

哮喘管理移动应用的出现，给哮喘患者的自我管

理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由于应用服务形式简单，

同质化问题严重，也使得患者难以得到更具有个性

化、定制化的服务，患者的期望与实际体验差距较大。

通过对哮喘移动医疗新时代特性的分析与总结，精炼

出适合哮喘移动医疗服务的 4 种情境感知因素，并在

此基础上，结合用户体验、大数据技术、硬件设备等

关联因素，综合绘制基于情境感知的哮喘移动医疗服

务情境模型，期望改善现有哮喘移动医疗应用的不

足，提升其对患者的分析能力，以及提供更精准、个

性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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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情境感知的哮喘移动医疗服务情境模型 
Fig.3 Context model for asthma mobile medical service based on context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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