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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发展研究

何思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家庭医生制度在中国的发展虽有成效但“签而不约”现象普遍。 摆脱现行制度下家庭医生“治已病”的误区需要进一

步提升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水平，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平台的构建拥有相比传统更大的优势，推行互联网＋
家庭医生健康服务发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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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互联网＋”与

医疗健康服务结合产业迅速发展［１］。 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 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２］。 “互联网＋”指的是以

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

扩散、应用过程［３］，而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是

指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家庭医生以多种数字方式

提供以“治未病”为目的的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健

康服务，依托互联网达到家庭医生“守门人”制度功

能定位，进而提升人民健康获得感。
回顾“互联网＋家庭医生”主要服务形式，主要

侧重于家庭医生远程诊疗服务，基于大数据平台的

患者病历信息化，基于智能穿戴设备的慢性病监测

物联网化，现有的服务形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以
家庭医生为依托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服务和便利。 然

而家庭医生的制度功能定位是“治未病”，现有家庭

医生的互联网＋服务都是“治已病”，探讨研究家庭

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发展路径，有助于推动家庭医

生功能定位的转换，实现未病先防。
１　 问题的提出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覆盖

５ 亿人，全人群签约率达到 ３５％以上［４］，然而在签约

率稳步提升的同时，家庭医生制度却未充分发挥应

有效用。 相关调查显示，家庭医生对每一个患者的

平均问诊时间为 ２３１．５ ｓ。 其中，１４６ ｓ 用于临床问

诊与检查，健康教育与预防保健只有 ８．５ ｓ［５］，家庭

医生在中国实践中的功能定位偏向重“医疗”、轻
“预防”，以提供医疗服务为主，忽视了家庭医生作

为健康“守门人”，主要目标是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

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家庭医生“签而不约”问题

显著，根本原因是人们当前对家庭医生的功能定位

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功能定位不准确造成的。
家庭医生是签约对象的“健康管家” ［６］。 对家庭医

生的功能定位不准，即会使得家庭医生制度设计偏

离“守门人”功能，未能确保家庭医生的首要职责是

提供健康服务，同时又对于家庭医生的医疗服务不

信任，进而出现“签而不约”的现象。 “互联网＋”家
庭医生“治已病”服务形式虽然与家庭医生的制度

功能定位不符，但是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极将



“互联网＋”引入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推动家庭医生

健康服务信息化发展，有助于人们明确家庭医生

“治未病”的功能定位，实现家庭医生“治已病”向

“治未病”的角色转换。
２　 互联网＋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的平台构建

“互联网＋家庭医生健康服务”是将互联网技术

应用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使社区居民的健康体检、
健康监测、随访评估、健康教育与干预等健康管理服

务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高效地延伸至家庭，建立

“社区－家庭”双向互动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 家庭

医生健康服务互联网＋平台的搭建需要整合多种技

术，例如云平台健康咨询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

云计算技术、健康干预技术、健康状态评估技术、健
康管理技术等等。 而在本次研究中，对于信息化的

模式构建则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１）建立用户个人健康档案。 通过线下健康体

检，采集并录入用户基本健康信息，建立用户个人健

康档案，存储并上传至云端大数据平台。
（２）用户体质辨别。 云端大数据平台接收到个

人健康信息档案数据，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分析用

户身体健康状况，自动检测识别出用户的体质类型，
并依托大数据优势转换为图画与数据用作辨别结果

与依据。
（３）个性化健康保持方案。 家庭医生依据每位

用户的健康辨别结果，以及云端大数据处理得出的

健康保健方案，通过线上远程与用户进行沟通，确定

最终的健康保健方案，用户足不出户只是通过改变

日常饮食与行为就可有效保持健康身体状况。
（４）个性化亚健康干预方案。 对于处于亚健康

的用户，家庭医生同样依据每个用户的健康辨别结

果，以及云端大数据处理得出的亚健康干预方案，通
过线上远程与用户进行沟通，找出导致亚健康的影

响因素，最终确定可行的亚健康干预方案，使用户在

日常生活中通过注意饮食与行为习惯，辅以简单的

无药物治疗改善身体亚健康状态，主动进行自我监

督健康管理，预防疾病发生。
（５）“治未病”大数据挖掘。 从海量的用户数据

中揭示深层次、隐含的信息和规律，如特定的生活习

惯对健康的差异化分析等，并辅以表格、图形方式的

直观呈现，整理研究后得到人口健康发展报告，为中

国“治未病”研究及健康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６）用户健康大数据管理。 互联网＋健康服务

管理平台拥有强大的数据管理功能，不仅可以对用

户健康档案进行个体化管理，对用户个人历史健康

数据做出对比分析，干预方案实施效果评估，而且相

关的数据用户还可以随时通过智能终端设备来查看

了解详情。 同时，用户的所有健康数据信息以及历

史医疗数据都可以通过用户身份信息认证途径随时

在各个医院平台上进行查看。 这样一来，不仅有助

于医生对用户快速做出更加精准合理的健康诊断，
也大大减轻了用户多次就医带来的负担。

（７）健康保健宣传平台。 家庭医生健康服务平

台除了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外，同时还可以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以及数量庞大的智能终端数，借助线上健

康讲座以及微信公众号平台来定期地普及宣传健康

知识，提高用户的健康意识，从而达到主动维持和促

进身体健康的目的。
３　 互联网＋家庭医生健康服务信息化前景与优势

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可通过

互联网信息化手段有效弥补传统健康服务方式的不

足。 依托云端大数据平台，成功搭建大数据健康信

息管理平台，利用云端优势建立个人健康体检档案

和数据库，将每一份体检的相关信息录入系统，将数

据挖掘技术应用于用户健康管理，以大数据分析为

依据给予人们饮食、生活、运动、养生、保健、疾病预

防、药物治疗等多方面的专业性指导，改变传统健康

管理模式，显著提升效率，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

景。 同时引入互联网＋，推动家庭医生健康服务化

还具有明显优势，对此研究后可得剖析阐述如下。
（１）弥补家庭医生短期人才培养机制的缺陷。

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的家庭医生人才培养机制。 截

至 ２０１６ 年底，中国仅有合格家庭医生 ２０． ９ 万

人［７－８］，与目标值仍有一定的数量差距。 当前的教

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是“治已病”的医生，而非“治未

病”的健康管理专业人员。 大多数医院往往从其他

专科或者医疗部门抽调技术人员，从事“治未病”健
康管理服务。 抽调的技术人员虽然具备专业知识，
但是不曾经过专业的“治未病”健康管理培训，并未

达到成熟“治未病”专业技术水准［９］。 家庭医生健

康服务引入互联网＋，有助于提升效率，弥补短期家

庭医生人数不足而带来的健康服务供给不足。
（２）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支持，强化家庭医

生功能定位。 相比于传统家庭医生健康服务，基于

互联网＋的家庭医生健康服务的突出优势就在于其

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云端大数据平台，结合每位用

户的个人情况，可以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支持，同
时再充分发挥互联网信息传输这一重要优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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