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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构建融合脉诊信息的女性中医管理平台，方便女性对月经周期相关的健康问题进行中医健

康状态辨识与调理。方法：采用云计算技术，以中医电子健康档案（EHR）和知识库为核心，根据女性月经周期

相关健康问题的特点设计中医健康信息采集问卷，并融入中医脉诊手环采集的数据，知识库可辅助健康管理方

案的制定，设计医生PC端与患者移动APP结合的平台框架。结果：平台有利于实现较客观的中医问诊和脉诊

信息的采集与长期连续监测，并可辅助女性月经问题的健康状态辨识和健康调理计划的制定。结论：研究构建

的平台对女性月经问题中医健康管理的实施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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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

推动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移动健康管

理平台应运而生，使个体化的实时性健康数据收集、健

康状态监控和健康指导成为可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

个性化动态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需求。在女性健康

信息采集平台这方面，应用比较广泛的有“大姨吗”[1]、

“美柚”等APP[2]，其优点是完美结合移动互联网的便利

性，对用户的健康信息记录实现了动态追踪，但采集的

信息多为月经周期记录，及饮食、睡眠、运动等一些生

活日志，且APP提供的其他功能方面主要集中在用户

社交和网购，未能实现对中医健康信息采集与管理，不

能满足女性对于健康状态的监测和自诊，以及与医生

互动的健康评估和健康指导需求。

随着人们对绿色健康医疗的日益重视，以及中医

网络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心于借助

网络寻求中医健康咨询和健康指导。中医医生通过互

联网对用户进行远程指导，需要采集四诊信息，其中难

点是在于脉诊信息的获取。为此，本课题组特借助香

港浸会大学与深圳君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可穿戴的脉诊手环，构建一个适合用户自诊、用户－医

生互动的智能女性中医健康信息采集平台，较好的实

现了脉诊信息实时采集的需求，在中医治未病理论[3,4]

指导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满足

用户自诊、用户-医生互动的健康评估和健康指导需

求，达到维护和促进女性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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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移动健康管理平台设计框架

1.1 平台整体架构图（图1）

整个平台围绕EHR展开，按照使用对象不同功能

需求分类设计。平台架构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

平台主要包括用户信息采集APP和医生PC端信息采

集界面两大模块，核心内容是用户和医生对EHR的互

动沟通咨询。用户在APP端实现信息采集，脉诊手环

借助蓝牙采集和传输信号，实现脉诊信息采集。医生

在PC端实现病历管理[5]和模板管理，平台管理员负责

用户和医生平台的使用监护，并进行平台公共数据维

护，包括用户使用的问卷模板和医生使用的公共电子

病历模板。获取的信息存储在云端关系型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2中，便于信息的分析和使用。

为实现平台功能，分别对用户APP和医生PC界面

分类设计。

1.1.1 用户端APP

APP端主要供女性用户使用。整个平台从可穿戴

设备的便捷性考虑，用户信息采集界面的设计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模块：

个人信息模块：用户在首次注册账号时需手动填

写包括用户姓名、性别、年龄、初潮年龄、婚育史等一些

基本信息，平台根据注册账号分配平台编号，便于用户

和医生根据编号查询健康档案信息。

脉诊信息采集模块。用户借助脉诊手环和蓝牙进

行匹配，并与手机APP蓝牙端口对接信号，脉诊手环

传感器进行滤波处理，上传至云端，分析脉搏波的 17
个参数并与数据库的标准波形进行模式识别，生成脉

象图，同步显示和采集脉搏波。平台以通俗化文字信

息解读脉象的生理意义和病理意义，便于用户阅读和

理解。

月经情况记录模块：用户每日记录月经情况，平台

根据算法公式推测排卵期、安全期，预测下次月经周期

时间，同时也方便用户查询自己的月经周期规律。月

经周期以日历和图形的形式展示，日历上以不同颜色

字体标记出用户的经期、经后期、排卵期、经前期及内

在气血阴阳消长状态。

自诊问卷模块：问卷主要有疾病问卷和证素问

卷。疾病问卷用于帮助用户判别疾病状态，证素问卷

用于判别脏腑功能状态，问卷和脉象结合得出女性综

合中医健康状态。问卷以选项对话框的形式展现，非

首次用户可以通过查询历史问诊信息，有选择性的复

制历史问诊信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编辑本次问卷内

容，并把数据保存提交，方便后续使用。

数据互动模块：主要是用户之间互动和用户与医

生之间的互动。用户可以发表评论分享体验心得，或

者在线向医生进行咨询，医生调取用户的EHR信息，

附上文字描述，解读用户健康状态特点、提示健康风险

和患病倾向性，以及展示医生给出的健康指导意见、对

用户健康行为监督提醒，对用户健康状态综合评估后

给出健康指数分值，总分为100分，并根据分值的高低

给出健康状况预警。

1.1.2 医生健康管理PC端

PC端主要供医生使用，主要功能是临床病历信息

的采集记录和问诊模板的定制。整个界面由两大模块

构成。

第一个模块是电子病历管理 [6]模块，主要功能是

电子病历填写和管理。医生调取用户EHR信息，选择

性提取用户基本信息、健康相关信息和诊疗信息，缩短

电子病历录入时间，并将电子病历保存提交至云端，方

便对病历进行分类管理与分析，同时也可借助检索查

询功能，便于医生快速调取病历。

第二个模块是病历模板管理模块，病历模板包括

医生使用的临床病历模板和用户使用的问卷模板，主

要功能是设计和修改病历模板。病历模板的使用不仅

方便了医生问诊信息的采集，同时也便于医生临床病

历的规范书写。借助计算机的数据处理功能对疾病进

行术语属性归纳分类并根据症状内容进行类型归纳、

区分、整合，形成病历模板。医生也可以根据临床书写

病历需要，自定义新增病历模板。用户自诊问卷模板

图1 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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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是以《中医妇科常见病诊疗指南》[7]中女性常见

的16种健康困扰和1000多种症状的辨证信息为基础，

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8]提取证素、症状信息，并进行

术语规范 [9]，用关联规则分析构建症状-证素相关关

系，抽取与证型相关的症状词条形成自诊问卷以及证

型判别知识规则，并对术语进行规范化和通俗化处理，

辅助中医辨证，最后得出健康问卷模板。医生也根据

女性的临床采集信息的不同需求灵活的定制女性中医

健康问诊模板，同时这些问诊模板的也将以问卷的形

式呈现在用户APP端中。

1.2 用户信息采集流程

信息采集平台的核心是EHR（图2）。每次用户登

录时都需记录当时月经情况并测脉象。平台根据用户

是否首次登录跳转不同流程界面。首次登录用户需要

填写个人信息、既往月经情况、初潮年龄和婚育史等基

本信息，然后填写疾病问卷判别用户疾病状态，填写证

素问卷判别脏腑功能状态，得出数据用于女性综合中

医健康状态辨识；非首次登录用户则查看历史健康数

据，并选择是否复制历史健康数据内容，如果用户确认

复制历史健康数据内容，则用户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编辑当前问诊情况，上传数据用于女性综合中医健康

状态辨识，若用户选择不复制历史健康数据，则需重新

填写疾病问卷和证素问卷，得出数据，用于女性综合中

医健康状态辨识。整个流程所采集的数据最终保存上

传至EHR，为后续医生远程访问使用。

2 平台主要特点

2.1 脉诊手环采集的信息应用

2.1.1 中医特色诊疗方法

脉诊是流传至今的一种独具中医特色的诊察疾病

图2 女性中医健康信息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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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中医诊病不可缺少的步骤和内容。脉诊检

测方便，信息丰富，通过诊脉可以了解人体脏腑功能的

强弱，气血的虚实，阴阳的盛衰，以及邪正力量的消长，

为疾病诊断和病情转归提供重要依据[10]，并为治疗指

出方向。所以中医各家都极其重视脉诊。

2.1.2 方便晨起采集脉象

《素问·脉要精微论》[11]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

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

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就实际而言，临床采集脉象难

以做到平旦诊脉，甚至耗费大量时间在医院挂号排队

上，脉诊采集时间的可控性和实时性难以把控。可穿

戴脉诊手环的可穿戴性和实时性则解决了脉诊采集时

间的可控性与实时性难题，并且用户也无需再浪费时

间去医院挂号排队。

2.1.3 连续跟踪脉象变化

平台信息采集具有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特点。脉诊

等中医健康相关信息采集后随时记录并保存至云端数

据库，结合脉诊手环的可穿戴性和实时性，使脉象变化

的连续跟踪得到保证，同时也便利了脉象图动态对比

分析。用户还可通过APP端直接记录并查询本人当

前中医健康信息和历史中医健康信息。用户本人各阶

段中医健康状态被平台完整记录并展示，为健康维护

和健康促进提供充分数据支持。

2.2 中医证候问卷模板

平台提供不同月经不调类型有针对性的问卷模

板，用户记录的脉诊等中医健康相关信息，通过中医健

康状态辨识平台提供的自诊服务，形成女性中医健康

自诊问卷，从女性的气血阴阳盈亏状态、疾病脏腑功能

状态、病邪性质及强弱、内在气血阴阳消长状态四个维

度综合评价女性中医健康状态，构成 EHR的重要内

容。医生通过 PC端可以实现对EHR的远程访问，快

速掌握患者健康状态，及时给予健康指导意见。借助

互联网的便利性与快捷性，用户-医生之间可实现即

时咨询和沟通，用户-用户之间也可实现分享和互

动。通过本平台良好的互动反馈和监督机制，可以达

到精准个体化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目的。

2.3 智能辅助辨证

平台通过问卷和脉象结合得出的女性综合中医健

康状态，通过女性中医健康状态辨识模型，帮助医生智

能辅助辨证。

2.4 智能推荐中医干预方案

平台通过构建的女性中医健康干预知识库可智能

推荐中医干预方案，并通过平台实时完整的记录干预

方案的全过程。

3 讨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基础条件的不断成熟，借助个人

电脑、移动终端和可穿戴医疗设备来进行健康信息的

采集和监控已渐趋热化。本课题组研制的女性移动中

医健康管理平台，具有以下特色：

中医强调最佳脉诊时间是平旦，受临床条件限制，

中医脉诊并不能实现诊法于平旦，而脉诊手环的可穿

戴性可为解决了脉诊采集时间的可控性，实现诊法常

以平旦。脉诊手环采集的脉象信息、中医问诊信息保

存在云端，并使脉象变化的连续跟踪和脉象图动态对

比分析得到保证，为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提供充分数

据支持。

平台以中医电子健康档案（EHR）为核心，所采集

的数据保存于EHR中，医生可以通过PC端访问EHR
信息，一方面，医生可以调用用户的EHR中的实时数

据减少写病历的时间，并更具有针对性的问诊，加强医

生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性，提高诊疗效率；另一方面，医

生可根据用户EHR中的健康状态信息，根据用户的需

求灵活地定制女性中医健康自诊问卷。平台还充分借

助互联网的实时通讯功能，用户与医生沟通即时互动

沟通，满足了医民互动健康评估需求，使医生为用户提

供远程健康咨询和指导更具科学性。

尽管本平台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受条件限

制，当前平台开发的APP端的目标客户适用范围为有

生理周期的女性，在未来，希望能够研发出适用人群更

为广泛的信息采集平台，满足更多人群健康信息采集

的需求，为健康中国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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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female TCM management platform that integrates pulse diagnosis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women  s health status identification and conditioning of menstrual cycle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Methods:
Us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taking the EHR and knowledge base as the core, designing the TCM health
information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mens menstrual cycle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and incorporating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medicine pulse diagnosis bracelet, the knowledge base can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management plan, designing a platform framework for combining the PC side of the doctor with
the patient mobile APP. Results: The platform wa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more objective TCM consultation and
pulse diagnosi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long- term continuous monitoring, and can assist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women's menstrual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onditioning plans. Conclusion: The platform has good
operability and practicabil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CM health management for women with menstrual problems.
Keywords: Female, health management, menstrual, puls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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