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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科技的开发和运用,医疗卫生管理也开启物联网大数据分析时代,而医院的细分行

业如：检查、监护、诊断、给药等部分也都将彻底开启全自动化的新时代,使得以往的传统医疗器械管

理也将被彻底推翻[1]。而家庭医学监测通常被认为是传统实体医院的扩展,具备便利、实用的优点,且能

极大解决传统医院的运营压力,因此有着巨大的使用前景和社会效益。近年来,随着远程医疗的蓬勃发展,

以预防和监护为主要服务手段的家庭医疗实践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家庭医疗实践保证了对慢性病患者

护理的可靠性,大大改善了对老龄人群、慢性病患者、偏远地区病人等特别重要人群的医疗保健护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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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health care management has also opened up 

the era of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hospital sub-sectors such as: examination, monitoring, 

diagnosis, drug delivery and other parts will be completely open to a new era of full autom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medical equipment will also be completely overthrown.[1] Family medicine 

monitoring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n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brick-and-mortar hospital, with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 and practicality, and can greatly solve the operational pressure of traditional hospital, 

so there is a huge prospect of use and social benefi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elemedicine, family medical practice, which focuses on prevention and monitoring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In 

particular, family medical practice has ensured the reliability of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greatly improved the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patients in remote areas and 

other particularly important group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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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在利用科技来发展医疗服务以及改善治疗效率上

并没有像其他行业一样进展迅速。其中的大部分技术多是使用

于疾病的检测与处理领域,但对于病人管理和跟踪方面,信息技

术的运用受到较大的限制。随着具有重要作用的数字信息技术

的普及,医患之间的协同工作,医务人员能够根据病人本人的特

殊情况提出个体化的护理计划[3-4]。在家中进行远程治疗也成了

可能。 

在从前的治疗模式下,医师是模式的中心,也就是病人寻找

医师看诊,医师主要根据病人治疗的情况和检验检查报告的情

况给病人检查治疗。在这种方式下,病人从诊断到治疗的整个流

程中几乎都依赖于医务人员,医师和患者的地位不平等,患者对

于自身的情况没有完全的了解,处于劣势地位。但在未来的治疗

模式下,通过可穿戴设备能够让医患双方在治疗流程中都发挥

积极的影响。这个全新的模型能够使得医师与病人间进行随时

随地的数据传输与交流,能够大大提高医务人员对于病人的监

控力量。同时病人也能够即时获得医师的反馈意见,及时更改医

疗方法,以保证医疗的及时与有效率[5]。新的模式除了能够减少

总体医疗费外,还能够合理减少病人使用价格昂贵的高危重诊

疗服务与花费,实现家中的病情看护。同时它有助于降低诊断中

错误的出现,从而使出现并发症的危险性减至 低。然而,可穿

戴设备和物联网技术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 

1 可穿戴设备是什么 

可穿戴设备是贴附在皮肤上,也可以是穿在衣物里的应用设

备。它一般可以与手机等个人电子设备互联,同时使用蓝牙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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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传输协议与互联网连接。这类可穿戴设备在未来能够适应

病人的生活起居,并且对病人的工作造成极小的干扰[6]。 

2 可穿戴设备包含哪几种常见传感器 

2.1 MEMS运动传感器。MEMS是指采用现代半导体工艺,以硅

为主体材料,以传统微电子和微机器人的制造方法为基础,结

合了材料科学、微电子学、移动物理学、机器人学等学科而

发展出来的一类微电子器件[7-8]。目前MEMS传感器在生物医学

和医疗设备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使用场景。举个例子来说在

血压测量、人工耳蜗等方面,我们就会采用微加速度传感器。

依托MEMS传感器制作的医疗器械在实际医疗和实验室中均有广

阔的应用领域[9]。 

2.2生物传感器。生物传感器一般是指通过以免疫制剂、组

织细胞器或一些特定生物来作为生物识别单元的独特的生物化

学反应,同时需要进行相应的电、温、光等信息才能实现对化学

物质的测定,这类方法一般称之为生物传感器技术。在对生物传

感器的选择时,不但要挑选结构相对简易、易于使用的生物传感

器,而且还要考虑生物传感器的选择性、灵敏度、使用寿命以及

探测的极限范围等几项主要技术指标加以考虑,以期取得 佳

的效果。此外,生物传感器技术和常规的方法相较,有着灵敏度

大、速率快、选择性好的优势,而且使用简便,危险也更小。 

2.3环境传感器。主要分为土壤温湿度传感器、空气温湿度

传感器、紫外线传感器、雨水传感器、日照传感器和蒸发传感

器等,不但可以来检测环境相关数据,而且还可以利用硬件装置

上传数据,完成对被测物的环境参数的收集和分析,进而对收集

到的参数进行动态留存[10]。 

3 可穿戴医疗技术的应用类型 

3.1监测 

可穿戴监护装置是通过对身体的健康资讯信息的监控,结合

分析与专家建议,科学合理的对穿戴者进行正确的保健引导[11]。

针对慢性疾患如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可穿戴设备的健康

监测系统,也可以进行很好的应用。如,美国SensaTex有限公司

曾发布过适合于运动人群运动时穿着的衣物,它是一种以高柔

性的罗纹棉针织衫为依托的智能衣服,由导电玻璃纤维和棉

纤维结合在一起,可以用来监测心率、体重、呼吸和消耗的能

量[12]。而美国诺贝尔纤维有限公司也开发出了智能纤维,通过

将它融合到运动衣服中可以采集身体的呼吸和心率方面的信

息,同时还能够二十四小时监测,可以随时随地的为病人进行健

康咨询[13]。国内外研发机构不断推出新产品,缓解目前紧张的

医疗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医疗结构的优化,以及为

养老领域的智能穿戴设备创新提供良好市场氛围。 

3.2治疗 

3.2.1评估患者治疗情况的应用：帕金森病是通过左旋多巴

进行治疗,医学上通过统一帕金森病评分量表三部分对使用左

旋多巴治疗前后的身体情况做出评价,但是这些评价方法有许

多缺点：(1)例如评价耗时较久；(2)评价人员的结果存在不统

一；(3)要求病人必须清晨“关期”时去住院,给病人带来了很

大的麻烦等。在可穿戴设备应用以来,就在进行帕金森病患者活

动情况的量化评价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行走中的平均速度、角速

度峰值和严重侧的阶距、跨步长度等活动数据与在医院使用统

一帕金森病评价三部分的量表存在良好的关联性的结论；同时,

转向中的峰值转动速度、前后腿扭转相、支撑的相对偏差等的

数据,被用于反应PD患者对左旋多巴的药物反应状态,对帕金森

的精细化控制也提出了有效的方法与依据。为患者个体的个性

化治疗方案定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3.2.2医患之间的实时沟通：以家庭心脏康复训练为例,规

定强度的运动训练是提高家庭心脏康复运动有效性的依托[14]

运动强度是决计 合适个体的运动水平和运动效果的主要因

素[15]。但是运动量的多少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是很难用感觉去衡

量和管理的,无论运动强度过低还是过高都会对训练的效果产

生影响,要么就是锻炼不到位,要么就是反而对身体健康产生了

破坏[16]。患者参与家庭心脏康复训练,这就要求他们在运动康

复过程中确保合适的运动量。心率是检测病人活动能力的一个

关键参数,让病人活动程度达到靶心率水平是心脏健康恢复的

重要环节[17]。可穿戴设备提高训练有效性的方式是通过在对使

用者的运动数据进行监测的同时对参数长期没有落入设定区间

的行为进行提醒,来达到确保使用者可以即时对自己的运动行

为进行调整。Lee等自行研究的传感器,通过运动前设定的目标

区间对比动态的测量的运动心率,自动建议使用者调整运动强

度,推进心脏康复运动。Li等[18]采用Inticare-MC-06,这是一种

可穿戴式便携心电图监护仪,在进行家庭心脏康复时,需要将它

放在使用者或者说被检测者的胸部,机器会根据心率来测量运

动强度,在超出或者没有达到预设要求的情况下向使用者发出

提醒。余滨宾等采用的uCareRG10动态心电记录仪来保证心脏康

复运动的有效性,也就是在未达到或者超出预设区间的情况下

发出预警来提示使用者该即时调整运动的强度。医疗保健提供

者通常需每3~6个月,针对患者病情提供包含 大心率、目标心

率范围、运动类别和运动时间等方面的 新心脏康复的训练要

求和指标,并协助使用者将所有的运动数据储存并且上传到应

用设备上,确保使用者在医院以外的心脏康复训练是有效和安

全的[19]。 

3.2.3远程医疗：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穿戴产品可

以很好的融入健康治疗领域,可穿戴设备融合智慧生态、软件多

应用数据互动、云端技术,收集并保存了用户的健康检测信息并

同步进行了动态检测,将实时信息提交至个人健康服务平台管

理系统中。在满足用户治疗要求后,将用户的历史就医、检测、

诊断等数据使用可穿戴设备同步更新健康相关数据通过平台传

递给医师,从而进行个体化健康治疗,同时病人的治疗过程中还

能够在传统治疗时间之外实现健康监测跟踪,可以远程进行诊

断治疗,调整方案和给药,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做到了即时上门和

远程问诊,从而缩短了患者等待治疗的时间,同时医疗可穿戴设

备行业出现也使得医疗研究的行业发展出现跨步飞跃,使“精准

医疗”成为了可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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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作为消费型的物联网与智能装备,医疗可穿戴装置也具有

着巨大发展前景,因为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很好的和健康医疗领

域相结合,并且其也能够结合智慧医疗系统为民众的看病提供

服务方便。在疫情时期,物联网的优势尤为突出：进行病人入院

记录,进行患者与床位的动态监控,使医院资源和技术人员与病

例间能进行匹配。 

在移动智能时代,在智慧、生态以及科技基础上可穿戴设备

的创新,目的都是为改善和弥补社会医疗资源的缺失,从而更好

地服务于社会医疗健康。随着可穿戴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突破,

可穿戴设备将逐渐广泛使用在医学各个领域中,这势必对中国

未来的就医疗模式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推动其发展并

后达到医疗资源共享,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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