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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面向医疗领域，探究以数据驱动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框架，以数据驱动价值创造，为新型

医疗系统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指导。方法 运用文献研究和典型案例分析法，概述了目前医疗服务的现状

与挑战，梳理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发展脉络，并通过文献的归纳整合，对面向医疗领域的智能产品

服务系统数据进行总结分类，构建了以“产品—服务—环境—用户”四个方面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

品服务系统设计框架，结合代表性的医疗产品案例，详细阐述了具体的数据驱动范式和价值共创过程。

结论 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在医疗领域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业务流程和服务的数字化，加上新的信息通

信技术的出现，使信息的集成与整合创新成为可能，医疗场景的海量数据也得以发挥更大的潜在价值。

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框架为该领域的设计策略研究和方法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为数

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设计实践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撑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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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framework of a data-driven smart product-service system for the healthcare 

field, to drive value creation with dat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new healthcare system solutions. Through lit-

erature research and typical case analysi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healthcare services were outlin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roduct-service systems was sorted out. Through consolidation of literature, the smart product- ser-

vice system data for healthcare was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 and a four-dimensional data-driven framework for design 

of smart healthcare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product-service-environment-user", with the spe-

cific data-driven paradigm and value co-creation process detailed in the context of representative healthcare product cases. 

The smart product-service system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research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The digitization of business 

processes and services, combin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makes information in-

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possibl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massive amount of data in 

healthcare scenarios can be brought into greater potential value. The data-driven smart product-service system design 

framework lays a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esig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in this field,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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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design practice of data-driven intelligent medical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KEY WORDS: smart product-service system; smart healthcare; data-driven; value creation 

全球加剧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重新定义其价值

主张，通过补充服务来转变其以产品为导向的经营模

式[1]，即通过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作为解决方案

来满足特定的客户需求，这种业务范式被称为产品服

务系统（PSS）[2]。在此基础上，数字化服务的快速

发展催生了基于数字的生态系统——智能产品服务

系统（Smart PSS）[3]。数字功能作为智能产品服务系

统与传统产品服务系统的本质差别，将数字化的智能

产品和电子服务集成到解决方案中，利用数据创造价

值，从而超越了传统产品服务系统的生产经营模式[4]。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疫情影响的加剧，医疗领

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5]。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应

用领域不断拓展，也使强大的数字能力有机会赋能传

统医疗行业。目前，鉴于医疗领域本身的复杂性与特

殊性[6]，针对医疗领域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研究

尚未形成规模。 

1  智能产品服务系统  

1.1  从产品服务系统到智能产品服务系统 

迅速发展的智能技术带来诸多积极的影响，先进

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逐渐完善的云端环境、物联网和

网络物理系统的数字化、协作共生的用户、制造商及

服务提供商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Smart PSS）的诞

生提供了潜在的机会。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由

Valencia Cardona 在 2014 年首次提出[7]，本研究遵循

Zheng 等人的定义，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解释为“一

种由ＩＴ驱动的价值共创业务战略，包括各种利益相

关者作为参与者，智能系统作为基础设施，智能互联

产品作为媒介和工具，以及他们生成的电子服务作为

交付的关键价值，不断努力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用户

需求”[8]。多位研究者将智能产品服务系统描述为一

个“数字生态系统”[9-11]，由此可见，数字功能是智

能产品服务系统与传统产品服务系统最明显的区别

之一。数据是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起点，数字技术可

用于提供智能和互联的服务，这些服务通过与物理世

界（物联网设备、传感器等）交互，执行涉及数据分

析、大数据处理等任务。智能产品服务系统通过使用

集成到产品中的嵌入式系统和传感器来捕获数据，并

对其环境做出反应来作为数字化的第一步，无处不在

的无线通信连接也为收集数据提供了基础。大数据分

析和人工智能则负责将部署的智能物联产品数据，转

换为企业的见解和可操作的方向。 

基于数据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具有敏锐的“感知

能力”，即设备或系统可以根据当前的环境做出反应， 

并根据用户的情况做出推理[12]。因此，智能产品服务

系统可以通过在协作过程中捕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

需求，颠覆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转

向实现数据驱动的业务流程和共同的价值创造，并极

大地提高所提供服务的性能和适应性。 

虽然传统的产品服务系统中不乏数据的存在，但

海量的数据仅仅以存储和调取的方式利用，并不能最

大化地实现数字化的赋能价值。相比之下，智能产品

服务系统在搜集、筛选、监测和分析关键数据的过程

中，能够实时地做出动态反馈、调节人员部署、协调

上下游企业带给用户以人性化的服务体验，并具有优

秀的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1.2  面向医疗领域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疫情的暴发，导致对医疗服务的

需求不断增加，全球医疗系统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13]，

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服务和护理能力的削减。医疗领域

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对涉及产品的安全、准确、效率

方面的苛刻要求及医疗本身涉及范围的广泛，奠定了

面向医疗领域的设计工作的复杂性。虽然有关智能产

品服务系统及其相关概念在多个领域如智慧城市、市

场营销、运营管理中迅速发展[14]，但是由于上述复杂

原因，导致面向医疗领域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研究并

不充分。尽管如此，医疗场景一直被认为是智能产品

服务系统具有巨大潜力的应用领域[15]。 

医疗场景涉及海量的数据，如电子病历（EMR）、

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PAC）、临床路径管理（CPI）、

医嘱管理、体征参数、化验结果、医学影像、医疗物

资转运数据等，并时刻伴随着动态的数据变化和难以

预料的意外情况。智慧化的医疗需要一个更全面、智

能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孤立地关注医疗产品或

者服务本身。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可以利用产品使用阶

段生成的大量数据，在实现稳定的数据搜集的前提

下，驱动利益相关方和空间的共同参与[16-19]，并将经

常重复服务的独立单位转变为一体化系统，扩大每个

单位的覆盖范围以支持迅速的信息共享。面向医疗领

域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将在数据的“哺育”下不断进

化，提升其情景感知与问题解决能力。 

企业在制定医疗产品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时，也逐

渐考虑结合人为因素、环境影响等数据。迈瑞生物医

疗公司针对全院数据联通问题率先推出“瑞智联全院

解决方案”（见图 1），并构建以智慧物联为基础的智

慧医院管理框架（见图 2），通过全院设备物联，降

低看护人力成本，助力智慧医院建设，并搭建与医院

临床数据库有机结合的设备全息数据库，助力大数据

科研，为医疗发展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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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瑞智联全院解决方案 
Fig.1 M-Connect IT solution 

 

 
 

图 2  以智慧物联为基础的迈瑞智慧医院管理框架 
Fig.2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Mindray smart hospital based on smart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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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设计

框架 

如何高效地利用生成的多类型数据，在医疗场景

下发挥更大的效用，是开发数据驱动智能医疗产品服

务系统的核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抱物联网带

来的可能性，了解在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生命周期内收

集数据的各种机会，并从使用阶段获取信息变得至关

重要。 

在此背景下，研究团队总结了近十年间与数据有

关的智能产品服务设计国内外文献。选择五家文献检

索平台（知网、ScienceDirect、Springer、IEEE Xplore、

Emerald）来收集论文。在此过程中，使用一组与医

疗领域和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相关的关键词，并将相似 
 

的文献聚类，整理总结了 4 项医疗场景下的核心数

据，分别是：面向产品的数据、面向服务的数据、面

向环境的数据和面向用户的数据，表 1 展示了 4 个维

度的数据类型、描述及对应的文献。 

数据作为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基础，为整体解决

方案的运行提供了来源。基于海量的数据内容，智能

产品服务系统的解决方案得以渗透进业务流程的多

个环节，包括管理、产品、设计、开发、运维、销售、

市场、售后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智能产品服务系统

的系统化发展过程需要紧紧围绕“数据驱动”范式和

“价值共创”过程两个方面[8]。数据驱动的范式承诺

向“知情”[20]的发展过程转变，价值共创过程则可以

为共存的各类利益相关方实现“双赢”的目的[21]。图

3 展示了笔者梳理的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

统设计框架。 

 

表 1  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的数据维度总结 
Tab.1 Data dimension summary of smart healthcare product-service system 

维度 数据类型 描述 文献 

产品规格数据 
由设备的生产信息和具体功能组成的数据。例如设备编

号、模块配置、使用年限、操作要求等 
[4]、[22-23] 

数据驱动在产品方面 

使用状态数据 
设备在操作场景中描述产品状态的动态数据，包括运行

状态、负载、执行进度、持续时间等 
[24-25] 

针对人的服务 
围绕用户的医疗服务协议和内容信息，包括服务的范

畴、类型、具体的服务内容、服务进度等 
[4]、[26] 

数据驱动在服务方面 

针对产品的服务 
围绕医疗设备的相关服务数据，包括操作手册、维修日

志、更新日志、定期保养和报废情况等 
[27-30] 

自然环境数据 
所在地区对人产生影响的自然环境数据，包括天气条

件、地理位置、季节性气候、植被、地貌、水源等 
[31] 

数据驱动在环境方面 

医疗环境数据 
医疗场所环境有关的数据，包括基础设施、科室分布、

污染程度、传染性、辐射等 
[32] 

用户属性数据 
与用户“角色”有关的数据，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例

如年龄、性别、职业、经济情况等 
[33-35] 

数据驱动在用户方面 

用户状态数据 
与用户“状态”相关的数据，包含体征参数、习惯、行

为状态、任务流程状态等 
[36] 

 

3  数据驱动范式 

3.1  在产品方面的数据驱动 

面向产品的数据主要涉及产品规格数据和产品

使用状态数据，产品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见图 4。产

品规格数据代表由设备的生产信息和具体规格组成

的数据。例如设备编号、模块配置、使用年限、操作

要求等。设备编号是非常重要的[4]，尤其是服务商提

供了大批量的产品来共同执行相同的任务时，可以通

过设备的编号数据来明确具体哪台设备正在服务于

什么样的医疗场景，并总结共性特征来了解用户习

惯，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迭代。模块化的设计

能够打造出更易于维修和维护的产品，方便对损坏

的单个模块进行更换，从而减少成本 [22]。2022 年

获得红点奖的 NuboMed Medical IoT Kit 项目，摆脱

了传统医疗产品的规格制式，采用模块化的功能套

件，通过实时收集用户的体温、心率和其他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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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体征等数据，并无线传输至医院网络，完整的患

者数据能够帮助医务人员做出明智的临床决策（见

图 5）[2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模块数据中例如尺

寸、配件等，在最终的数据分析中起着关键作用，

当产品具有“模块化”架构时，掌握产品的配置状

态就格外关键。 
 

 
 

图 3  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框架 
Fig.3 Design framework of data-driven smart healthcare product-service system 

 

 
 

图 4  产品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 
Fig.4 Data-driven paradigm i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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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uboMed Medical IoT Kit 
Fig.5 NuboMed Medical IoT Kit 

 

产品使用状态数据是有关产品运行情况的动态

数据，包括使用设置、运行负载、执行进度、持续时

间等，这些数据关系着整个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响应 
 

速度。对于服务的提供商来说，产品使用状态数据可

以有效用于推断设备是否运行、待命或者发生故障，

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维修服务做好准备。当然，收集产

品每次使用的过程和结果数据，对优化具体的产品功

能、控件和适应性也具有显著帮助。对于使用医疗设

备的医护人员来讲，产品使用状态数据也需要被显性

化地展示，以便快速地对产品状态进行识别，方便医

务工作者及时并准确地做出反馈，减少延误或误判风

险。为了帮助医护人员从数量繁杂的血流动力学数据

中快速直观地分析出病人情况，迈瑞医疗的设计团队

将各种可视化的模型和分析工具集成到一款综合性

分析工具 HemoSight 中（见图 6），直观地帮助了医

护人员实时了解危重病人的心脏工作情况[24]。产品使

用状态数据中提示性的数据也十分关键，手术、日常

的体征监测，都需要展示提示性的数据辅助进行诊

断。存储这些提示性数据，能够及时对治疗的开展过

程进行分析，总结治疗经验，提高成功率[25]。 

 

 
 

图 6  迈瑞公司的综合性分析工具 HemoSight 
Fig.6 Mindra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ol HemoSight 

 

3.2  在服务方面的数据驱动 

服务是智能产品服务系统的无形方面，虽然很难

用可测量的数据来量化，但是掌握医疗服务协议和内

容信息，服务的范畴、类型、具体服务内容等数据，

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趋势的预测、汇总服务提供的特

征、保证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医疗场景的服务可以

被划分为基于人的服务和基于产品的服务，具体而

言，基于人的服务包括患者医疗服务、慢性病管理服

务等，基于产品的服务主要集中在产品保养和维护等

方面。 

在针对人的服务中，收集服务配置数据的本质是

通过挖掘有效的操作特征，来发现一些机会。例如服

务商能够根据保修适用性过滤维护数据，从而更好地

预测索赔率[4]。了解服务进度能够根据服务的时间线

提前预测下一步的用户需求，服务的提供商也可以相

应地调整服务的节奏，以保证提供服务的及时性[26]。 

在针对产品的服务中，包含了围绕医疗产品的相

关服务数据，其中最常见的是维修数据，包括操作数

据、维修日志、更换日志、定期保养和报废情况等。

医疗产品经常会在其生命周期内受到各种耗损而失

效，这些异常的失效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隐患。虽然

产品在出厂前就已经在制造现场进行了广泛的测试，

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测试无法重现确切的异常和错

误。因此，发现实际使用过程中异常的根本原因就变

得困难[27]。如今，一些诊断算法已被用于进行故障识

别。基于可识别的医疗产品维修服务数据，算法用于

更加智能的产品诊断得以实现 [28]：提供故障早期预

警；根据需要预测维护；延长维护周期和产品使用寿

命；为系统重新配置或自我修复提供指导，改进未来

产品的设计等[29]。与传统维修服务相比，智能维修更

加主动，通过实时的数据搜集和计算，大大减轻研究

投资、测试设备和人员方面的费用[30]。服务方面的数

据驱动范式，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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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服务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 
Fig.7 Data-driven paradigm in service 

 

3.3  在环境方面的数据驱动 

环境数据包括自然环境数据和医疗环境数据，这

些都是会影响智能产品服务系统不可控的外部因素。

如果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掌握，就能够让智能产品服

务系统根据实时环境数据自动做出更加可靠的变更

决策。对产品而言，有利于延长使用寿命；对医疗工

作者而言，有利于参考环境数据对患者开展有针对性

的治疗；对于医疗设备服务商和医药提供商而言，掌

握地区内的环境大数据也能够为市场需求指明方向，

环境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见图 8。 

多数疾病的治疗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所在区域自

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数据包括天气条件、地理

位置、季节性气候、植被、地貌、水源等，这些潜

在的自然因素也是区域性疾病的诱发原因。掌握地

区的环境数据动态变化，有助于提前开展疾病防控 
 

工作和针对性治疗药品的调取与储备。以中暑为例，

由于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极端高温天气的频繁出现，

导致中暑发病率及死亡率显著上升。基于气象参数、

连续高温天数等环境数据，能够构建起该地区中暑

发病率预测模型，从而能够对中暑进行科学预警和

提前干预防治，降低中暑死亡率 [31]。另外，掌握各

级医院的地理位置、地形和道路信息都更有利于规

划更适宜的患者院外转运治疗路线、安排上下级医

院的联合会诊。 

另一类环境数据是医疗环境数据，包括医院的基

础设施、科室分布、污染程度、传染性、辐射等。掌

握准确的医疗环境数据，有助于医院的内部管理，便

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医院内部的污染情况[32]，对患者在

院内进行监测诊断的动线安排也更加友好。公开医院

的部分医疗环境情况，还可以让患者在就医时更精准

地选择有利的就诊场所。 

 

 
图 8  环境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 

Fig.8 Data-driven paradigm in environment 
 

3.4  在用户方面的数据驱动 

在医疗领域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中，用户和用户

类型是复杂的，患者、家属、医疗工作者、维护人员、

医疗器械供应商都属于其中的用户。这些用户的属性

和状态需要在维持整个系统的过程中进行准确地搜

集和掌握。 

用户属性数据是指医疗系统涉及的每个用户个

体的“角色”相关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例如

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状况等相关数据。使用用户

属性数据进行用户建模，形成具有群体代表性的用户

画像可以有效地辅助系统进行需求定义。目前，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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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是通过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

的，并没有从系统运营的场景中直接获取，数据的内

容也无法保证完整性。因此，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产

品服务系统需要把握好用户属性数据。例如，可以通

过掌握患者的年龄、性别、历史病例用于预测治疗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考虑患者的病情和耐受情况，针对

性地匹配治疗时的药物用量。迈瑞医疗的 BeneFusion 

nVP 多合一输注系统，能够面向广泛的情景需求提供

输血、输液、输营养液等治疗，满足了患者的多样性

需求，见图 9。对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角色编码，

可以更好地协调系统中的各个用户，以提供更好的医

疗服务并实现服务的改进。一些新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系统已经开始将家属也纳入服务主体中，围绕家属进

行了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设计，包括同步患者检测数

据、接收远程康复指导、及时与医生反馈病情等[33]，

医生和软件后台也方便通过移动设备针对患者的情

况进行差异化的内容推送[34]。 

用户状态数据是医疗系统涉及的各类用户的“状

态”相关数据，包含体征参数、行为状态、个人习惯、

任务流程状态等。通过对这些状态数据进行搜集，能

够掌握每位用户的动态，并建模更抽象的患者特征。

不仅可以方便医护、家属之间的交接和沟通工作，

同时也可以提前预警，让医疗设备做好充足的准备

以应对突发情况。例如，通过面部表情、血压、心

率和呼吸等数据，可以有效地反馈患者当前状态下

的舒适度，舒适的状态下更适合安排一些具有挑战

性的康复性治疗，而患者在不适的状态下，则需要

考 虑 联 系 家 属 开 展 一 些 安 抚 工 作 或 者 提 供 止 痛措

施。值得注意的是，需要确保用户对个人信息收集

的同意。因此，有必要定义“数据量”“数据内容”

和“权限”，并充分考虑隐私安全问题。用户方面的

数据驱动范式，见图 10。 
 

 
图 9  迈瑞多合一输注系统 

Fig.9 Mindray all-in-one infusion system 
 

 
图 10  用户方面的数据驱动范式 

Fig.10 Data-driven paradigm in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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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价值共创过程 

技术创新的加速可以促进提供能够满足新客户

需求和期望的个性化服务功能。特别是，不同产品—

服务组件之间的互联互通，使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解决

方案得到更好的交互和开发，使其达到更智能的水

平，同时影响原本单一的价值实现向适应性产品—服

务价值创造网络的转变。开放的智能产品服务系统，

促进了整个服务网络的纵向和横向信息共享，让医疗

场景下的各类角色和利益相关方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这能够极大地提升市场创新优势、降低运营成本，有

利于迭代更符合用户需求与个性化的医疗服务[35]，从

而提升用户的服务体验和满意度。 

在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中所产生的面向产品、

服务、环境和用户的数据能推进利益相关方的互动，

并随着他们对价值共同创造过程的参与而加剧。利益

相关者之间也可以衍生出“双赢”甚至“多赢”的

协作形式，促进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知识整合，从而构

建“数据驱动—价值共创”的闭环。 

4.1  产品数据驱动的价值共创 

智能产品服务系统能够扩大除产品本身使用功能

之外的价值[36]。在智能产品服务系统中，产品与用户

之间的信息交互过程和内容增加，产品不再只为用户

创造价值，同样成为让用户参与共同价值创造的媒介。 

医疗产品的规格数据能够让服务商更快地对生

产的产品进行分类，从而能更方便对不同型号、配置

的产品持续进行管理，更有效地访问医疗产品的相关

数据和知识。使用故障数据、历史日志有利于更好地

了解设计缺陷，并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迭代和预测性

的维护。医疗产品状态数据的可视化能够辅助医护人

员对患者的治疗决策[37]，产品的使用情况能够被分析

整合成案例信息，用于构建发现疾病特征的相关算法。 

4.2  服务数据驱动的价值共创 

利用服务数据，服务的提供商可以更为轻松地开

展服务质量的评估，并针对性地削减用户服务体验期

望和实际感知之间的差距。在医疗领域，用户对服务

的可靠性、响应性和保证性要求更高，相应的，与这

三个纬度相关的服务内容更应得到重视。对服务的全

流程进行把控，可以在失误出现时更好地进行补救，

也有助于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服务内容。 

与医疗产品相关的服务，涵盖了从产品需求分

析、设计、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到回收的整个生命

周期。在此期间，有效利用生成的服务数据，通过开

放 共 享 的 共 同 设 计 平 台 支 持 医 疗 产 品 提 供 商 和 患

者、医疗工作者协同参与产品改进创新、缩短新产品

上市时间、打造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并优化更好的产

品使用体验。 

4.3  环境数据驱动的价值共创 

环境涉及影响智能产品服务系统不可控的外部

因素，自然环境和医疗环境的变化，对所处空间中的

人与物都有所影响。使用环境会显著影响用户对产品

属性的偏好和需求数量[38]，医疗设备的提供商可以根

据环境的特异性制定不同的策略，提出因地制宜的解

决方案，保证产品在不同操作环境下的安全与可靠。

适应环境的设计能让产品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周期

成本，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且更加可持续[39]。 

医疗环境是医疗领域特殊的环境数据，涉及对医

疗场所的管理，舒适的治疗性环境更能为患者带来积

极的影响。掌握医疗环境数据是保证医疗场所安全、

稳定、符合标准的必要条件。此外，基于环境数据，

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区域性疾病进行预测，尤其

是 一 些 易 受 环 境 变 化 影 响 的 高 发 和 加 剧 症 状 的 疾

病。医院、医护人员可以提前做好宣传和预防工作，

设备提供商则可根据预测的需求曲线增加或减少生

产量，以匹配实际的区域需求。 

4.4  用户数据驱动的价值共创 

智能服务系统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态和互联、基

于数据的生态系统，由各角色用户共同参与并创造价

值。因此，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用户数据[40]，实现合

作下的“多赢”。 

在医疗场景中，用户的属性与状态数据能够被整

合成医疗案例信息，这些案例能够让系统在面对相似

情景时更富有“经验”。科大讯飞公司的“云医声”

解决方案，能够让医生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查看病人的

病情动态和医学指南，方便医生快速做出决策[41]。基

于案例的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能够利

用已有经验或结果来解决新问题。利用整合的医疗案

例信息，能够预先开展患病风险筛查，或在病情康复

后阶段性预测评估，提早做好预防工作。 

合理地利用用户数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用户状

态、行为，确定用户的需要，与传统的调查等方式相

比，这个过程更加客观，且可以实现用户需求的动态

响应。在市场销售方面，用户数据能够极大地增强产

品被设计的过程中差异化的机会。了解客户如何实际

使用产品可以提升企业细分客户、定制化产品、价格

设定的策略，让企业与客户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为

相应增值服务开辟众多新途径。这些用户数据驱动的

价值共创过程对产品开发、市场销售环节都带来了有

效帮助[36]。 

5  结语 

全球医疗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也面临着愈发

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医疗成本上涨、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予了

传统的医疗系统解决方案转向“智能”的机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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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生态体系，

医疗场景得以最大化地发挥数据的潜力，并牵手医

护、医疗器械企业、患者及其他相关方协同合作、共

创价值。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开发了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医

疗产品服务系统设计框架，并详细地阐述了各维度数

据驱动的范式和价值共创过程，对于新型智能医疗产

品服务系统解决方案的构建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目

前，在世界各地，昂贵的医疗开支与高不可及的技术

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负。本文意在研究数据驱动的

智能医疗产品服务系统理论，更加深入地探索医疗设

计的未来，响应患者的需求并让更多人分享优质医疗

关怀。相信当无处不在的医疗数据不断生长时，对生

命的责任与关怀时刻，不再是“冰冷”的仪器与数据

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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