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９ 卷　 第 ６ 期

Ｖｏｌ．９ Ｎｏ．６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 ２０１９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１９）０６－０３１６－０３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３ 文献标志码： Ａ

“互联网＋”背景下人们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健康应用

张至柔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临近，信息的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新型生活方式与健康管理

也随之成为了社会的焦点。 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影响人们今后的健康生活方式，将会是今后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 而“互联

网＋”与各种智能技术的结合也创造出许多新的业态，这些成果将为健康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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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健康是人们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

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做出部署，尤其是健

康中国战略和“互联网＋”的结合，这对人们的生活

与健康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２０１５ 年，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报告中

指出，积极利用“互联网＋”，提出制定“互联网＋”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加深互联网与医疗

健康的深度融合。 “十二五”期间，为了促进健康产

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十三五”期间，
中国继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的新目标，十九大报

告明确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强大健康产业

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

１　 “互联网＋”背景下对人们健康生活方式

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重

要的理论进步。 健康的生活方式认为：行为是在群

体中发生的，并且之间相互影响着［３］。 图 １ 为互联

网对生活方式以及健康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使用包括对“互联网＋”的应用程度、网
络使用时间、网络社交、网络阅读、网络消费等方面

的应用，并通过健康知识和社会的干预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方式。 其中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社会

的经济水平、社会的支持程度、信息的真实性组成的

社会干预和健康知识的传播共同影响了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 这一变化导致了人们对健康管理态度的

转变，主要包括有医疗服务的使用，智能健康软件的

运用、自我导向健康行为思路的转变。
假设，将互联网的使用造成的生活方式转变视

为中介变量［４］，可以用下面方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

关系，相应的路径如图 ２ 所示。

２　 “互联网＋健康”的主要技术应用

２．１　 互联网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

自《“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刊发出来，人
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很多地区采用互联网和人工

智能的结合，创建了医疗服务体系，现在中国很多地

方也开始实行了居民电子档案，通过互联网导入居



民的健康信息，及时向用户反映健康状况。 也可采

用这一技术创建一个专家系统，利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来构建健康管理系统。 如全社会的医疗保健系统

以及医疗方面的检查、诊断、老年人护理、医生医嘱

等都可以运用指纹识别技术，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

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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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方式改变及健康管理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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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变量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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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对人们健康生活的应用。 比如：利用

智能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记录用户每天、每周甚至

每个月的健身记录、运动时长、当时心率以及每日所

消耗的卡路里。 上海已推出“上海健康云” ＡＰＰ，
“健康·上海”和“上海健康网”手机 ＡＰＰ，其会每日

给用户推荐一些健康常识，使用户更好地管理自己

的健康状况。 苹果系统中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ｂｏｏｋ 也可以实

时监测用户的健康状况，通过对用户脑电波的测量

进行睡眠监测。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在健康检测中

的应用，将会使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
２．３　 互联网与大数据信息

互联网与大数据信息的结合，主要是利用数据

分析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通过数据的测量，检测出

各个区域的资源分布，如慢性病人群、亚健康人群、
患病人群及各个地方公共资源利用率不足的问

题［５］。 利用云端计算与大数据的组合导入每个人

的健康信息，建立数据库并依据患者的病症与身体

特性发出及时的健康信号，给患者提出近期的病状

警告，这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或偏远山区的就医

问题，以免耽误一些人的紧急救助时间，大城市人们

因为工作压力导致的亚健康也能因此而解决。 除此

之外，“互联网＋”与大数据的结合，对人们健康管理

的应用、实时收集患者病理数据、疑难杂症分析数

据、以及处理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具有广阔的前景。
２．４　 互联网与智能可穿戴设备

谷歌公司与 Ｎｏｏｎｅ 公司达成协议，将可穿戴技

术运用在隐形眼镜中，利用眼泪来检测人体内的血

糖浓度。 苹果、三星两个公司设想利用互联网与可

穿戴技术的结合来检测人体内血糖的浓度，以便对

糖尿病患者进行监控［６］。 Ｄａｑｒｉ 公司设计的智能头

盔，其外形跟普通的帽子无差，但在里面安装了摄像

机和传感器，通过网络云端计算健康服务设备，对人

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心率、体温进行全天的实时监

控［７］。 美的公司也推出了一款智能测量人们心情

的技术，人们回家通过带上智能检测头带，就可以检

测出用户当下的心情，根据心情的变化调整适合此

时心情的灯光和音乐，从而有利于缓解用户工作压

力。

３　 结束语

互联网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

网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兼具大众传媒

和人际传播优势于一身的传播工具，有效地干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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