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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迅猛发展,大模型技术在众多行业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康养旅游

业的运用上,其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本文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实践,通过对康养旅游的定

义、核心要素和社会价值的梳理,确立了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大模型技术在健康管理与咨询、

旅游行程规划、文化体验与教育服务、社交互动与分享等方面的运用,展现了智能化服务如何提升游客

体验和改善资源分配。针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提出了技术创新、人才引进、数据标准化与产业链协同等

策略,以促进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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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model technology in 

many industries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especial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tourism, and its potential 

has been greatly released.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service practice of health tourism with large model,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key role of health touris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combing the definition, core elements and 

social values of health tourism.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model technology in health management and consulting, 

travel itinerary planning,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haring, etc., shows 

how intelligent services can enhance visitor experience and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 introduction, data standardization 

and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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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1999年我国出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后,我国的老

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再加上经济高速发展、生活压力增加、少子

化等问题的影响,中青年群体落实赡养义务的难度增大,我国社

会化和商业化康养产业的发展迎来了机遇。历次健康中国相关

规划和国民健康相关规划高度强调要不断推动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2023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涉及健康产业和健康服务消

费的政策内容说明目前国家对康养产业和相关领域的消费持支

持态度,当前正是有利于康养产业发展的大健康时代。 

1 康养旅游概述 

1.1康养旅游的定义 

以身心健康为核心,结合自然环境、文化体验和旅游休闲的

康养旅游是一种全新旅游形式。这种旅游模式主张利用旅游活

动改善人的身体健康、心理状况及生活品质,包含了健康维护、

娱乐放松、文化熏陶等多项内容。康养旅游致力于让游客在放

松身心的旅途中,获得更多的健康收益,进而提高生活水准。这

一理念正逐渐获得全球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

加剧和人们对健康越发重视的当今社会,康养旅游作为一种综

合性的健康管理手段,受到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1.2康养旅游的核心要素 

健康管理是康养旅游核心要素的关键,着重于利用科学养

生的方式和健康监测,提升游客的身心状态。在环境资源的维度

上,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致,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宜人的气

候都是康养旅游不可或缺的基石。服务体系方面,高品质的服务

保障与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是康养旅游成功的关键,这往往

涵盖了一系列专业的康复、养生和医疗设施。文化体验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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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当地的文化特色、传统疗法及民间习俗,增强游客的全面愉

悦体验。这四个方面互为支撑,共同铸就了康养旅游的完整体验,

全方位迎合了游客对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身心放松以及文

化探索的复合追求。 

1.3康养旅游的社会价值 

康养旅游的多重社会意义表现在众多领域。其不仅能够增

强民众的身体素质,推广健康的生活模式,而且能够有效降低社

会医疗的压力,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为老年人群体开

辟了新的健康管理路径。同时,康养旅游还助力绿色旅游业的

兴起,依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

发展的进程。还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促进旅游业、医疗业、

文化业等领域的整合与发展,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和居民的

经济收入。康养旅游还引起了社会对身心健康的广泛关注,推

动了健康服务体系的综合化与个性化发展,从而提升了全民

的整体健康水平。 

2 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的应用 

2.1健康管理与咨询服务 

基于大模型的健康管理与咨询服务,通过对顾客健康信息

的深入挖掘,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与康养建议。该系统具

备分析多源信息的能力,包括体检结果、运动记录、饮食习惯、

睡眠状况等诸多方面的数据,形成全方位的健康评价,并能够预

估顾客潜在的健康隐患。具体的健康管理公式为： Hi = f Di, Ai, Ti, Mi                                      (1) 

其中, Hi 代表游客的健康评分, Di 是游客的健康数据(如

心率、血压等),Ai 表示日常活动水平(如步数、运动量等), Ti
是游客的健康目标(如减肥、提高体力等), Mi 为医疗历史和家

庭健康史。大模型能够实时监测游客的健康状况并提供个性化

的建议,如推荐适合的运动项目、调整饮食方案,甚至在有健康

风险时提示及时就医。 

2.2旅游行程规划 

大模型技术在旅游行程规划中的应用,能够综合考量游客

的喜好、身体状况、体能需求以及周遭环境因素(包括气候、交

通状况等),进而智能化地为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个性化旅游路

径和活动方案。大模型的规划公式如下： Tplan = g Pi,Hi,Wi, Ei, Ri                                  (2) 

其中,Tplan 代表定制的旅游行程, Pi 是游客的偏好数据

(如景点、活动类型等), Hi 表示游客的健康状况, Wi 为游客

的体力水平或健康限制,Ei 是实时环境数据(如天气、交通等), Ri 是游客的旅游需求(如休闲、探险等)。基于大模型的分析,

系统能够为游客提供灵活、精确的旅游行程推荐,并根据实时数

据做出动态调整。例如,若天气条件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系统

将推荐室内康养体验或文化活动。 

2.3文化体验与教育服务 

在文化体验与教育服务中大模型的应用,通过对游客的文

化兴趣、教育需求、出游意图等要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打造个

性化的文化探索项目和教育课程。大模型综合考量访客的个人

信息、兴趣爱好和历史文化需求,进而筛选出匹配的文化活动,

以此优化游客的文化体验。大模型公式为： Cactivity = ℎ Ci, Ei, Ti, Pi                               (3) 

其中, Cactivity 代表推荐的文化活动,Ci是游客的文化偏

好(如历史、艺术等),Ei 为游客的教育需求(如技能、知识等), Ti 是游客的旅行目标(如休闲、学习等), Pi 是游客的个人

兴趣和情感需求。大模型可以根据这些输入的数据,为游客推荐

相关的文化体验,例如传统艺术体验、当地历史遗址游览、手工

艺工作坊等。 

2.4社交互动与分享 

基于大模型的社交互动与分享服务,目的是在推动游客间

的互动交流及信息共享。大模型通过对游客的社交动态、喜好

以及交流习惯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向他们推荐合适的社交活动

与交流平台,来提升增强游客之间的联系与共享。具体的社交互

动公式为： Sinteraction = j Fi, Pi, Ti, Ci                               (4) 

其中, Sinteraction代表推荐的社交互动活动, Fi 是游客的

社交偏好(如社交频率、兴趣圈子等), Pi 是游客的个性特征

(如外向、内向等), Ti 是游客的旅行目的(如结交新朋友、分

享经验等), Ci 是游客的社交需求(如团体活动、私人社交等)。

大模型通过对游客偏好和行为的精准分析,推荐适合的社交活

动,如集体康养课程、团体户外活动、分享会等,帮助游客结识

志同道合的伙伴并分享旅行经历。 

3 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的发展策略 

3.1技术创新与优化 

技术创新与优化是推动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发

展的核心驱动力。大模型的有效运用需要依托先进的技术,不仅

极大丰富了游客的个性化体验,同时也优化了服务体系的精确

执行。大模型的优化,必须从数据采集、处理算法、服务定制等

多个层面实施全面升级。 

表1 技术的创新优化方法 

技术方向 具体方法

数据采集优化
部署智能穿戴设备和多功能传感器,实时采集游客健康数据(如心率

、血氧、步数)和行为数据

算法模型优化
应用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技术,优化健康评估、行程规划及文化推荐

算法,增强模型的动态调整能力

用户交互界面改进
利用云计算与边缘计算技术整合各类服务系统,实现健康管理、行程

推荐、文化体验等功能模块的无缝衔接

用户体验提升
设计多模态交互方式(如语音、文字、图像),结合智能语音助手及动

态UI界面,增强用户操作的便捷性

实时数据处理能力提升
引入分布式计算和实时数据流处理技术,动态分析游客的健康状态及

旅游需求,优化服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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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技术优化将使得大模型能够更好地满足游客的

多样化需求,提升整体康养旅游体验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 

3.2人才引进与合作 

人才引进与合作是推动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发

展的核心动力。实现康养旅游智能化服务,必须融合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健康管理以及旅游规划等跨领域的专业技能,因此高

水平复合型人才成为核心需求。不少公司通过招募行业领先技

术专家和开展跨界合作,推动了智能服务的实际应用。例如,一

家著名旅游集团与某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引进了AI算

法领域的专家共同研发健康数据解析模型,用来对旅客健康状

态进行动态分析。该合作项目顺利推出了“实时健康提醒与行

程优化”系统,可以根据旅客的即时健康状况自动优化旅游行程,

如将剧烈的徒步活动替换为轻松的康养活动,显著增强了游客

的满意度。跨行业合作也为人才引进提供了更多路径。比如,

一家医疗科技公司与一家知名康养度假村,派遣健康数据分析

专家和医师团队参与项目研发,共同打造了一个基于大模型的

“康养+医疗一体化服务平台”。该平台通过整合游客的健康体

检资料和病史,为其量身推荐恰当的养生方案,如温泉康复、瑜

伽冥想等,从而树立了该地区养生旅游的典范。 

3.3建立数据标准与规范 

在构建宏观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化服务体系里,实现数据

的标准化及规范化处理是保障运行效率的关键环节。在数据的

搜集、加工、保存及交流阶段,务必恪守一致性的准则,这样方

可保证各系统间的数据互通和交流顺畅。标准化地管理数据,

不仅有助于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同时也保障了游客的健康资讯

及隐私安全,防止了资料的泄露及不当使用。 

表2 数据标准与规范化的实施 

数据管理方向 具体内容

数据采集标准化
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格式和方法,确保健康数据(如心率、血压)、行

为数据和环境数据的一致性

数据处理规范化 规范数据清洗、存储、分析的流程,减少噪音数据对模型预测的干扰

隐私保护机制
建立数据加密、访问权限控制和匿名化技术,确保游客的个人数据和

健康信息安全

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性
制定跨平台数据共享标准,确保旅游、健康、文化等多行业数据的互

通和高效整合

数据安全监管 建立数据安全监管机制,定期开展数据安全评估和风险排查

 

如表2所示,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数据的管理将更加高效、安

全和规范,有助于提升大模型服务的质量和游客的信任度。 

 

3.4加强产业链合作与协同发展 

康养旅游智能服务的全面发展需要产业链各环节的紧密协

作。通过与健康管理、文化旅游、技术供应商等上下游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服务品质的整体水

平。比如,某集团联合医疗机构开发“康养智能服务系统”,该

系统融合了医疗设备的实时健康监测功能与大模型的数据处理

能力,向游客提供动态化的健康管理。这一系统已在众多康养

旅游区投入使用,既提高了游客的健康防护水平,又增强了景

区的服务吸引力。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也是产业链合作的重要

环节,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推广能够为行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提

供有力保障。例如,地方政府联合当地企业建立“康养旅游产

业联盟”,使得企业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形成一个资源互享、

技术互帮的良性互动机制。强化产业链的协同与合作,有助于加

快康养旅游智能服务的市场拓展和技术应用,进而推动行业的

健康持续发展。 

4 结语 

基于大模型的康养旅游智能服务应用,借助多种高科技手

段的整合,显著提高了康养旅游领域的服务水平与游客体验满

意度。大模型在健康监护、行程设计、文化探索等环节发挥效

能,能够针对游客的不同偏好,定制精确即时的服务方案。依靠

数据分析来辅助决策,使得服务更加符合游客的个性化要求,并

且优化了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智能化的健康管理及旅行规划

不仅为游客带来了更加专业的健康建议,还极大地丰富了旅游

体验的内涵。行业内的协同合作、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数据管

理的标准化,都将助力大模型技术在康养旅游领域的深入运用,

推动产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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