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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on⁃infectious chronic dis⁃
eases，NCD），简称慢性病，是一类具有发病隐匿、

病因复杂和病程长等特点的疾病，如糖尿病、高血

压、心血管疾病等，往往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治疗。

慢性病在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也给个人、家

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据世界卫生组织

统计，慢性病的全球死亡率已经从 2000 年的

61.0%增长至 2019年的 74.0%，全球致残率已达到

63.0%［1］。因此，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

中，慢性病的防治是关键。《“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中明确将慢性病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提出

到 2030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

管理的目标［2］。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领域也迎来智能化时

代，不仅提高了医疗效率和准确性，还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医疗体验。其中健康画像技术便是机

器学习、人工智能与医疗技术的融合，并逐渐被

应用于慢性病防治管理中。健康画像是以患者

为中心［3］，结合医疗大数据和患者自身特点提供

精准服务的技术。运用健康画像技术根据患者

个体属性和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化健康服务，是

移动健康管理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本

文就目前健康画像技术在慢性病相关风险预测、

健康教育、用药管理、诊疗服务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慢性病健康管理实践提供

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一、健康画像概述

（一）健康画像概念

健康画像是用户画像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

应用与拓展。用户画像最早是由“交互设计之父”

Cooper［4］提出，他认为用户画像是真实用户的虚拟

代表，是基于真实世界数据而挖掘的目标用户模

型。用户画像作为一种标签化用户模型，通过信息

分析挖掘用户属性、兴趣、偏好和行为特征，以提升

服务精准度和匹配度［5］。用户画像最初被应用于电

商领域，以便充分了解用户特征，及时调整营销策

略。随着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入与发展，

用户画像技术也逐渐被应用到医疗领域，用来挖掘

患者健康信息数据。早在 1998年，Pietilä等［6］提出

了健康画像概念，并将其作为健康研究指南。健康

画像不仅可以将医疗数据分析结果可视化展示，还

可以实现对患者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在疾病治

疗与管理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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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画像种类

根据健康画像应用对象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个

体健康画像和群体健康画像。个体健康画像是通过

提取个体特征数据，以标签形式直观展现个体行为、

需求、兴趣等特征。个体健康画像主要用于个案分

析，利用尽可能全面的数据从多个角度对个体进行分

析，从而刻画出具有个人特征的画像模型［5，7］。而群

体健康画像是在个体健康画像基础上，运用统计、

分类、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把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

聚集成不同群组，以发现群体特征变化规律。群体

健康画像旨在对群体特征进行分析，挖掘和提炼群

体的共性，为实现人群特征分析、精准推荐等提供

支持［8］。

（三）健康画像刻画步骤

健康画像刻画主要包括数据采集、特征提取和

画像生成与可视化三个步骤。第一步为采集健康

数据。数据采集越全面、完整，健康画像越符合真

实世界场景。目前，健康画像数据主要来源于患者

医疗信息、访谈和问卷调查、移动健康软件或社交

网络平台［9］。第二步为提取健康特征。特征提取是

健康画像刻画的核心步骤，主要是通过人工或机器

学习算法将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抽取主题

相关特征，得到健康画像标签体系［10］。第三步为健

康画像生成与可视化。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和标签

体系刻画健康画像模型，并利用词云图、雷达图、气

泡图等可视化图形清晰展示［11-12］。

二、健康画像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

健康管理是指全面收集患者个人或群体健康

信息，对可能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监测、分析、评估，

并针对性给予患者健康指导与干预，从而改善患者健

康状况，达到预防疾病发生、发展的目的［13］。健康管

理核心目的是在节约资源、减少医疗成本的基础

上，降低个体及群体患病风险，提高健康状况［14］。

随着“互联网+医疗”迅速发展，电子健康档案、电子

病历等健康大数据被用来刻画患者健康画像，以更

好地实现对慢性病的健康管理，控制病情进展。健

康画像在慢性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主要包括精准

化风险预测、智能化健康教育、信息化用药管理及

数字化诊疗服务等方面。

（一）精准化风险预测

慢性病发病隐匿、不易识别，且一旦发病难以

治愈，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给个人、家庭、

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疾病负担。因此，早期预测和识

别疾病发生与发展尤为重要。目前基于风险评估

量表［15］、Logistic回归［16］、列线图［17］等构建的慢性病

风险预测模型，对疾病早期预测与识别具有一定意

义，但上述方法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在准确性与针

对性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健康画像技术不仅

可以收集患者医疗健康数据，还可以收集患者生活

习惯、环境特征等信息，在提高风险预测模型的精

准性与适应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通过

全方位追溯患者就医行为、疾病发展等各项数据，

抽取患者画像特征化标签和统计类标签，构建适合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风险预测模型以加强疾病

预测和管理能力［18］。在心理疾病识别方面，国外研

究者通过问卷收集精神科门诊患者心理健康状况

资料，基于泊松分布模型构建健康画像模型来预

测患者的危险行为［19］。国内学者分别利用抑郁情

感词典和抑郁情感分类模型构建抑郁症患者健康

画像，以精准识别患者抑郁症状与程度并帮助其

治疗［20-21］。与以往研究相比，运用健康画像技术构

建风险预测模型，可深入挖掘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

各种危险因素，更加精准预测个体疾病风险状况，

实现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目标。健康画像虽然可

以早期对疾病进行精准识别与预测，但目前仍需依

赖大量高质量健康信息数据及机器学习技术对患

者特征标签进行精准挖掘，并且开发周期较长，开

发成本较高。

（二）智能化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在健康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可帮助

患者改善不良生活习惯，提高健康素养［22］。目前，

健康教育主要有专题讲座、视频、科普宣传栏、微信

群等多种形式，对患者健康状况改善具有一定效

果，但这些教育形式内容有限，导致患者无法获取

全面、必要的健康知识。而健康画像技术可根据患

者自身需求，提供多方面的健康知识。在糖尿病疾

病领域，张海涛等［23］基于概念格从用户需求、用户

角色和用户行为三个维度精准刻画社区糖尿病患

者群体健康画像，并根据画像特征分析患者对疾病

预防、治疗、管理等方面的信息需求，准确将健康知

识推送给患者。胡畔［24］也基于概念格刻画糖尿病

患者画像，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网页位置为场

景划分，在不同场景下向患者精准推荐预防、治疗

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在高血压疾病领域，也有研究

在基于概念格刻画健康画像的基础上，利用关联规

则深入挖掘患者潜在行为规律完善健康画像，为在

线健康社区健康教育和个性化推荐提供参考［25］。

在肿瘤疾病领域，研究者分别基于高斯模型、主题

分类算法，构建不同类型患者健康画像模型以挖掘

其知识需求差异，为向患者精准知识推荐服务奠定

了基础［26-27］。为了更好地满足患者对健康知识的需

求，国外有学者利用访谈收集的数据构建患者消息

偏好画像，并基于画像呈现的偏好特征将健康知识

推荐给冠心病患者，以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28］。以

健康画像为核心的智能化健康教育方法，不仅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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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准确地向患者推荐所需健康知识，还可以根据

患者的特征调整推荐知识的频率及数量［29-30］，以防

患者健康知识过载出现不获取健康信息的现象。健

康画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疗知识推荐领域，可随时

向患者推荐专业知识，提高其健康素养与自我管理能

力，但由于患者健康知识多样化和复杂化，目前仍很

难高效、精细地挖掘及标签患者属性特征。

（三）信息化用药管理

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用多种药物，一旦

出现漏服或忘记，很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甚

至死亡［31］。有研究显示，慢性病患者用药依从性仅

达50%［32］。因此，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也是慢性病

健康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已有学者利

用健康画像技术收集患者健康信息，了解用药行为

特征以便对患者进行用药管理。Becker等［33］收集并

分析慢性病患者软件使用频率和强度特征数据，基

于此构建具有用药提醒功能的新型移动应用程序，

提醒患者按时规律服药，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Witteman等［34］利用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需求、偏

好、目标等特征，基于行为改变理论构建健康画像

模型，从而帮助患者提高用药依从性。此外，在提

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用药依从

性方面，有研究通过调查和访谈方式，从医疗服务

的可及性、药物依从性、移动电话技术使用情况与

移动医疗兴趣等多方面收集患者信息，刻画出五种

不同类型人群特征的群体健康画像，了解影响其服

药依从性的决定性因素，为移动健康干预措施的制

定提供信息基础［35］。目前，信息化用药管理主要基

于健康画像技术，实现对患者用药提醒与干预，以

提高患者长期服药的依从性，但应用实践中尚缺少

完整的药物管理系统。未来，可利用健康画像技术

设计并开发具有用药知识学习、用药计划制定等功

能的个性化用药管理系统。

（四）数字化诊疗服务

健康画像还被应用到慢性病患者线上就医指

导中，优化了疾病诊疗流程。有研究通过提取电子

健康系统及问卷调查中患者行为数据，了解不同患

者对电子服务的偏好，辅助患者选择并注册医疗信

息网站，满足不同的就医需求［36］。Jones等［37］基于医

疗记录信息数据，刻画心脏病或糖尿病患者关于软

件使用频率及强度、持续时间的健康画像，为患者

网上就医提供指导。为向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在线

医疗服务，佟金铎等［38］根据在线医疗网站数据分析

患者就医情况，并构建健康画像来探索影响患者就

医体验的因素。健康画像可在分析患者疾病和行

为特征后，向患者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节省了大

量时间与精力。但利用健康画像进行诊疗仅局限

在就诊环节，未来可进一步探索如何将健康画像技

术与传统医疗相融合，实现线上治疗与康复。

三、展望与建议

健康画像技术对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具有

重要意义，通过全面追溯患者的健康相关信息数

据，并挖掘与分析患者特征和偏好，从而刻画患者

健康画像，实现在慢性病管理领域的应用价值，为

不同类型患者个体及群体提供所需的服务。尽管

健康画像在慢性病评估与预测、提高患者健康素养

及用药依从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关于健

康画像技术的应用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实

际问题，未来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

面进一步深入探索。

首先，健康画像在慢性病管理应用领域中发展

不均。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应用健康画

像进行精准健康知识推荐，提高患者健康素养。而

在慢性病健康管理其他环节，如生活方式、心理支

持、病情监测、用药管理，现有研究成果较少。此

外，涉及慢性病种类主要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心

理疾病和肿瘤，而在患病率居高不下的常见代谢性

疾病如脂肪肝、肥胖等疾病管理中的探索鲜有报

道。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健康画像技术在慢性

病管理的应用功能和受用患者群体。建议从慢性

病人群特点出发，设计开发慢性病患者全病程的健

康画像管理平台。

其次，患者隐私问题在健康画像应用中日益突

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利用大数据刻画的健

康画像精细度更高，但随之也带来了患者隐私保护

问题。在刻画健康画像时可能会涉及患者病情等

隐私信息，而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患者不愿意公布

相关信息，且担心信息泄露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个

人信息泄露可能会使患者对网络数据安全产生恐

慌心理，因此，如何保障患者信息数据安全值得深

思。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

化法律条文。同时，技术部门也应积极研发信息技

术，加强对患者隐私信息的保护。

再次，健康画像在应用中缺少情感属性。目

前，健康画像可视化展示方式以文字、图片为主，缺

少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导

致部分患者对使用健康画像的兴趣不高。因此，未

来应继续加强学科建设，将患者个人表情、习惯等

特征与健康画像相融合，增加情感互动，使健康画

像更具人文特征。

最后，动态健康画像在慢性病管理领域中应用

较少。动态健康画像是在静态健康画像基础上引

入时间概念，可对不同患者全生命周期进行健康状

况监测，更精准地反映患者疾病动态变化的过程。

目前，动态健康画像大多集中在画像动态更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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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在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研究成果较少且不够

深入。未来可考虑利用可穿戴设备完成画像动态

更新，并根据其结果提供相关的健康管理策略，实

现慢性病患者动态管理。

综上，借助健康画像技术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

康管理，可实现对患者的精准管理，同时也可推动

多领域、多学科融合，进一步深入推广健康画像在

慢性病中的运用，为慢性病有效管理与防治提供更

广的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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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lth portrait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CHANG Dongchun1，ZHANG Ru2，GUAN Qing1，ZHANG Mengting1，WANG Jie1

1. School of Nursing，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2. Jiangsu College of Nursing，Huai’an 223200，China
Abstract：Chronic disease is characterized by extended disease course，wide prevalence， and high

incidence of disability and mortality，with heavy disease burdens and complex situation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chronic diseases has risen to the national level.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ega data，health portrait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various healthcare fields in
recent years，becoming a vital issu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mobile health management. The current study
summarized the concepts，types，carving procedures，and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health portrait technology in
accurate disease risk prediction，intelligent health education，information⁃based medication management，and
digital med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for chronic diseas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es for the practice of chronic disease health management.

Key words：health portrait；user profile；chronic disease；health management；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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