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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方式,强调“治未病”理念,通过中医药技术方法,

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中医养生保健管理适用于不同阶段和健康状态人群,具有广覆盖、低成本

和高品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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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CM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s a comprehensive health management mode, emphasizing the 

concept of "curing disease", an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programs through TCM technology 

and methods. TCM health care management i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tages and health status group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coverage, low cost and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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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方式,它不仅

关注个体的生理健康,还强调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全

面影响。中医养生保健的核心理念是“治未病”,即通过预防和

早期干预来避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一理念与现代健康管理

的目标不谋而合,即通过全面监测、分析、评估个体或群体的健

康状况,并提供相应的健康咨询和指导,以达到维护和促进健康

的目的。 

1 关键技术与方法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的关键技术与方法包括建立规范完整的

中医健康档案,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采集健康信息,并利用

模型算法对中医状态进行区分、辨识、描述。此外,还包括相关

疾病的风险预警、自动匹配对应的干预方案以及根据干预前后

的状态变化进行疗效评估、反馈和优化,形成健康管理的闭环模

式。这种全程式、连续的服务模式,能够实现对个体健康状态的

全面把握和动态管理。 

2 服务对象与范围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对象是所有人群,特别是处于不同阶

段、不同环境和不同健康状态的人群。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涵盖

临床前、临床中、临床后,具有广覆盖、低成本和高品质的特点。

这表明中医养生保健管理不仅适用于特定人群,而且能够满足

全人群在生命全周期内的健康需求。 

3 发展现状及思考 

中医养生保健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市场监管

体制不够健全、市场不够规范、准入制度不完善等。为了促进

中医养生保健业的发展,需要完善政策法律环境,加强养生保健

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技术研究和推广水平,培养专业人才,以及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医养生保健管理是一种基于中医整体

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的健康管理服务。它通过整合多种中医养

治手段,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为个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健康

管理方案。未来,随着中医养生保健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社会对养

生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医养生保健管理有望在我国健康管

理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4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在不同阶段和健康状态人群中

的应用效果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在不同阶段和健康状态人群中的应用效

果表现出明显的积极影响。通过分析我搜索到的资料,我们可以

看到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在老年人群、亚健康状态人群以及糖尿

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对于老年人群,中医健康管理模式能显著

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老年孤独感,对亚健康状态有明显

改善作用。此外,中医养生理念在心血管内科老年患者健康管理

中的实践效果显著,能够有效缓解中医症候及负性情绪的情况,

并且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从中医体质

学角度建立的老年健康状态管理新模式,通过体质辨识结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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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经络、形神、气血津液辨识反映老年人相对稳定和即时的健

康状态,有助于增进老年人主动健康意识。对于亚健康状态人群,

以“治未病”思想为指导的中医健康管理可有效改变亚健康状

态人群的健康行为,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中医养生防

治亚健康状态的方法能够使亚健康状态的人们进入健康的状

态。对于糖尿病患者,中医养生法干预治疗可有效改善糖尿病患

者的生存质量。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在不同阶段和健康状态人群

中的应用效果良好,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这表明中医养生保健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值得在

更广泛的人群中推广应用。 

5 中医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流程 

中医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流程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5.1明确建档对象和收集范围：首先需要明确建档的对象,

这通常是指具有一定中医知识、经验或特定成就的中医师。同

时,确定收集资料的范围,这可能包括个人的学术思想、临床经

验、科研成果等。 

5.2创新收集模式和方法：为了有效地收集和整理档案资料,

需要采用创新的收集模式和方法。这可能涉及到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如数据库建设,以及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例如访

谈、临床数据总结和数据挖掘等。 

5.3建立健全名老中医档案管理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档案

管理制度是确保档案质量和有效利用的关键。这包括制定档案

管理的标准和规范,确保档案的安全、保密和长期保存。 

5.4科学地进行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对名中

医档案材料进行科学的收集、整理,以便于后续的开发利用。这

一步骤对于开展名中医学术思想研究、推动名中医经验传承具

有重要意义。 

5.5构建专家数字化诊疗档案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构建专家数字化诊疗档案体系成为可能。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档

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能为中医传承与创新服务。 

5.6制定信息标准体系框架与体系表：为了确保中医健康档

案的数据质量和一致性,需要制定一套中医临床信息标准体系

框架与体系表。这包括基于目的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科学性

原则和实用性原则,创造性地提出构建方法。 

5.7形成高质量的数据和证据：通过收集和总结人类使用经

验(HUE)数据,形成可用于评估的高质量数据和证据。这一步骤

要求确保数据来源合法合规,数据所有权清晰,并且遵循医学伦

理要求。 

5.8制定统计分析计划：在形成HUE后,需要制定统计分析计

划,通过严格的数据显示处理、统计分析和临床解释,产生可用

于评估的HUE。 

6 如何解决中医养生保健行业面临的市场监管体制

不健全、市场规范度低等问题 

解决中医养生保健行业面临的市场监管体制不健全、市场

规范度低等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结合我搜索到的资料,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6.1加强立法和监管：首先需要通过立法明确中医养生保健

行业的监管主体及监管权责,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这包括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的前置审批、事后备案等监管

模式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应明确中医药主管部门是行政监管的

主体,开办机构的场所标准和服务项目由行政机关负责制定。 

6.2提升公众中医素养：通过教育和宣传,提升公众对中医

养生保健的认知度和理解,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包括

甄别假伪信息、普及正确的中医养生知识。 

6.3强化行业自律：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通

过立法明确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的法律地位,规定从业人员应当

通过行业协会的培训考核,建立不良执业记录机制。同时发挥行

业自律监督的作用,创新多种政府主导的中医养生保健监管方

式如网格化监管、分类管理等。 

6.4优化服务秩序和提升服务质量：加大扶持力度,加强培

育市场,扩大产能,规范标准,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强化监督,优

化服务秩序。同时,加大中医药专业性服务人员培育,加强行业

标准建设和市场监督。 

6.5建立信誉体系和联合监管：建立信誉体系,对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机构进行信用评价,提高违规成本,促进机构诚信经

营。同时采用联合监管的方式,整合资源,提高监管效率。 

6.6细化配套政策措施：针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特点,细

化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快标准化和规范

化建设。 

6.7加大制裁力度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对于违规行为,应加

大制裁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权利救济机关应

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医养生保健行业

面临的市场监管体制不健全、市场规范度低等问题,促进该行业

的健康有序发展。 

7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案例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最佳实践案例可以从多个角

度进行探讨,包括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构建、中医健康

管理的业态与服务模式、老年健康管理服务的新途径、社区卫

生服务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

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探讨、付罐疗法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中的应用、中医护理延伸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中医养生保健服

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以及中医“四部曲”管理理念下服务

体系执行优势的探讨。 

7.1全方位全周期的中医健康服务体系：通过普及中医健康

理念、完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和发展中医健康服务产业,

为不同年龄、不同临床阶段、不同人群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全

周期健康服务。 

7.2越人模式：以“健康”为中心,发挥中医药“治未病”

优势,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人群的健康需求,构建全方位、

全阶段的中国特色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7.3老年健康管理服务的新途径：使用中医管理模式提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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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满意度,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7.4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模式：通过双向转诊、分级医疗,

改变社区医疗服务与就医模式,实现社区居民"小病在社区"的

目标。 

7.5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从标准化建设体系、

人才培养链、监管和评价体系等方面论述如何构建高效便捷的

中医药医疗服务体系。 

7.6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探讨：结合中医医疗机构与养

老院合作服务模式、中医养生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以及居家中医

药健康养老服务模式,提出政策建议和发展方向。 

7.7付罐疗法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应用：将付罐疗法

融入社区卫生管理中,补充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预防保健管

理体系。 

7.8中医护理延伸服务的探索与实践：针对慢性疾病患者,

通过中医护理延伸服务提升护理工作质量,保障慢性疾病患者

健康。 

7.9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探析：基于产业融

合理论,探析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促进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更好发展的相关建议与对策。 

7.10中医“四部曲”管理理念下服务体系执行优势的探讨：

通过应用中医“四部曲”管理理念,提高临床服务执行优势,有

助于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及对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提升。 

这些案例展示了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多样性和综

合性,涵盖了从预防、治疗到康复的全过程,以及针对特定人群

(如老年人)的服务创新。通过这些实践案例,可以看出中医养生

保健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关注个体健康,也致力于提升整个社会

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8 结束语 

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在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随着技术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将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有效的

健康服务。这一综合性健康管理方式,融合中医药传统智慧与现

代科技,致力于治未病、全面关注个体的身心健康。在不同阶段

和健康状态人群中,中医养生保健管理展现出积极的应用效果,

为健康管理领域带来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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