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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动处方作为运动促进健康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袁 是实现体卫融合政

策落地的重要措施之一遥 运动处方的制定需要采集个体多维度的健康数据袁颇为

费时费力袁同时在运动处方实施环节袁通过人工方式进行监控和随访常常会由于

监控手段和技术的限制而不能有效执行遥 依托信息化技术袁将运动处方根植于信

息网络和数据平台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遥 通过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总结法袁结合

笔者的工作实际对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及应用进行归纳总结袁阐述了运动处方信

息化系统的概念尧发展现状袁以及在信息采集与管理袁功能评定和运动处方制定尧
实施尧有效性统计分析方面的作用袁并在此基础上对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与数字

疗法尧AI 智能技术袁以及 VR 技术融合方面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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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exercise prescription,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key link of

sports promoting healt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integration policies. The formulation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 requires the collection of multi-di-

mensional health data of individuals and then the exercise prescription is written accordingly, which is

extremely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ous.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ercise pre-

scription, manual monitoring and follow-up often cannot be effectively conducte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monitoring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cess the exercise pre-

scription on the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data platform can solve these problem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ercise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based on methods of litera-

ture review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work of the author, and ex-

pounds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exercise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system in data col-

lection, management and functional evaluation, as well as in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

ness statistics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inte-

grating exercise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digital therapy, A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VR

technolog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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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袁信息化技术在全球各个行业快速发

展壮大遥信息管理系统作为获取尧处理及存储信息的

基础载体袁其诸多优点满足了人们处理信息的需求袁
因而被广泛使用遥 运动处方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处

方袁要经过一般个人信息采集袁医学检查袁运动前健

康筛查袁健康体适能测评袁运动处方制定尧实施尧跟
踪袁运动处方对象回访袁运动处方调整尧归档尧查询等

多个环节袁既涉及处方对象的各个基础信息袁也涉及

运动处方制定中的各个要素袁 是多种相关信息的汇

聚点和集合体遥而构建与实施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袁
可以从技术上部分实现运动处方制定的信息化袁使
运动处方的制定更加方便和高效袁 同时与可穿戴式

设备及配套移动应用进行交互袁 提升运动处方实施

的监控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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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处方信息系统 渊Exercise Prescription Infor-

mation System袁EPIS冤 是将运动处方对象信息的管

理尧健康体适能测评尧运动测试前的健康筛查尧运动

试验方案的确定尧 测试结果的收集尧 终止试验的标

准尧测试结果的分析尧运动处方的制定尧锻炼效果的

前后对比尧数据库的建立尧数据的初步统计尧分析和

导出等功能整合为一体开发的管理系统遥 随着可穿

戴式设备及移动应用的快速发展袁 在运动处方信息

系统中可接入跟踪运动过程和健康状态的智能运动

器材尧智能可穿戴式设备等袁采集处方对象的运动处

方执行结果和所有过程数据袁 从而实现对处方执行

效果和过程的数字化跟踪尧随访袁并根据数据对处方

进行调整袁 使运动处方的执行更具有个体化和可执

行性[1]遥
运动处方信息系统可针对不同性别尧年龄尧健康

状况尧锻炼习惯尧健身目的人群袁采用不同的测试与

评价方法袁开具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遥可满足全民健身

的科学指导袁各级康复机构尧健身会所尧国民体质监

测管理部门袁以及体育科研的需要遥 在野云尧大尧物尧
移尧智冶的技术发展大背景之下袁运动处方信息系统

的形成尧发展和优化袁必将有利于运动处方的推广袁
并使科学健身指导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遥

近年来袁 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

康的深度融合袁野体卫融合冶 由战略规划进入实质性

发展阶段遥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2]强调袁要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重点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

康干预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动指导的能力曰推
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袁 建立

完善针对不同人群尧不同环境尧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

处方库袁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尧慢性病预防

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遥 2014 年国务院在叶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曳 [3]中

指出袁将大力培育与发展健身休闲服务业尧增强运动

指导袁增加运动处方袁发挥体育锻炼在预防疾病和健

康产业方面的作用遥国务院印发的叶中国防治慢性病

中长期规划渊2017要2025 年冤曳 [4]提出袁在基层慢性病

防治工作中要促进体医融合袁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设运动指导门诊袁提供运动健康服务遥 2019 年 9 月袁
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 [5]强调袁推动形成体医

融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袁 将科学体育运动

融入到慢性疾病的干预管理中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席卷全球袁为减少疫情对体育产业的影响袁国家印

发了 叶关于大力推广居家科学健身方法的通知曳 [6]袁
鼓励居民居家健身袁助推居家健身尧互联网健身等行

业的逆袭遥 2021 年适逢野十四五冶开端袁为给国民提

供更好的健身环境袁国家发布叶野十四五冶时期全民健

身设施补短板工程实施方案曳[7]等政策遥 这些政策的

出台袁明确了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方向袁运动

处方信息化系统必将会由原本独立于医疗体系的形

成袁开始谋求与医疗体系结合袁推动体卫融合进行疾

病健康管理的发展遥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袁 运动处方信息系统作

为运动处方实际应用的技术支撑袁 也是当前运动处

方应用研宄的重点和热点遥 通过智能终端及互联网

技术袁 处方制定者可以随时通过网络对处方执行个

体进行远程指导和反馈交流袁而结合智能运动器材尧
体质及健康监测设备尧 智能可穿戴设备和移动应用

等新技术袁 以及大数据尧 云平台的运动处方信息系

统袁可以实现全过程尧多维度运动健康数据的自动采

集尧汇集和转发袁并通过数据库和算法模型的迭代升

级袁 实现运动处方实施过程中的实时监控及动态调

整袁极大提升了运动处方的管理和实施效果遥
为了满足人们对运动健康管理的需求袁 新兴的

运动健康平台应运而生袁 如阿里巴巴云健康服务平

台尧京东智能健康云尧Healthbook 等遥 此外还有一些

专门针对运动处方而设计的系统遥 张全成等 [8]设计

和实现的信息管理智能系统提到了运动处方的概

念袁用户可以通过智能系统增加尧修改和删除个人信

息袁还可在健康评估的基础之上生成运动处方袁但其

主要功能还是信息管理袁 且生成的运动处方需要打

印袁智能化尧信息化程度低遥 熊妹珍等 [9]初步实现了

运动处方制定和实施的信息化袁 通过收集健身运动

处方方面的资料和测试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类型的运

动处方袁然后将这些处方编写成电脑软件遥经过对比

实验后发现袁 编成的运动处方电脑软件可以很好地

指导居民进行体育锻炼遥但是袁这些运动处方都是通

用的袁运动处方的个体化特点不够突出袁且不能在手

机客户端下载遥 奥美之路推出的健康体适能与运动

处方系统尧微动管家等袁通过信息化手段袁实现了个

体化运动处方的自动生成袁 其运动处方的设计遵循

ACSM 运动测试与运动处方指南中的 FITT-VP 原

则袁同时还可根据用户的运动习惯尧运动意愿尧支撑

条件等因素调整运动处方袁以满足不同个体的野高依

从性冶运动指导的需求遥
纵观国外市场袁 应用较多的几款运动处方信息

系统有院 英国 Physitrack 公司推出的 Physitrack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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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平台袁 为需要居家进行运动康复治疗的患者提

供运动指导[10]遥物理治疗师尧脊椎按摩师通过该平台

为患者制定家庭锻炼计划袁 从视频教程库中选择合

适的运动项目袁设定运动时间尧频率尧强度并安排进

度袁在线生成指导康复训练的运动处方遥患者下载处

方袁 线上反馈执行情况并通过视频通话与治疗师在

线交流遥 该平台目前已在英国大量运动康复诊所应

用袁 辅助医护人员开具康复性质的运动处方并监督

患 者 执 行 遥 德 国 e-Motion 公 司 推 出 的 e-Motion

Training 运动处方系统为多发性硬化患者提供一对一

的康复训练遥 系统主要的功能包括院患者在线填写体

力活动问卷袁 在视频指导下在线完成运动能力评估袁
作为确定当前训练阶段的依据曰康复治疗师根据运动

阶段为患者设定运动目标袁设计 3~7 周的图文形式的

运动处方袁并通过系统完成处方在线下发曰此外袁系统

还支持治疗师和患者通过邮件尧短信沟通处方执行效

果遥 美国的 My Physio Rehab 运动处方系统构建了形

式丰富的专项动作库袁作为物理治疗师为关节损伤患

者开具运动处方的依据遥 与前两类系统类似袁该系统

同样实现了处方的制定尧下发以及远程监督遥
上述运动处方信息系统的优势在于院渊1冤实现了

运动处方制定与下发过程的在线管理袁 以及对处方

执行过程的远程监督曰渊2冤丰富了运动处方的展现形

式袁不同于传统的处方样式袁选用图例尧视频演示等

形式展现处方内容袁使处方更易于理解和接受遥劣势

在于院渊1冤上述系统的受众群体为需要运动康复治疗

的患者袁涉及的运动处方属于康复治疗类袁处方的制

定尧监督过程需要治疗师全程介入曰渊2冤系统整体价

格过高袁难以在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推广曰渊3冤系统

很多功能界面语言为英语袁 相关功能和应用的本地

化程度不够曰渊4冤产品相应的数据库和标准均是针对

欧美人群研发袁对亚洲人群适用性较差袁而亚洲国家

单独开发研制的同类产品还不多见遥因此袁这类系统

无法有效满足我国大众科学健身方面的需求袁 在基

层运动指导中的应用价值有限遥

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在此阶段的主要作用是通

过计算机实现数据的采集尧分析和结果呈现袁个人健

康档案的电子化管理袁以节约成本袁提高效率遥
运动处方应当兼具安全性尧 有效性和个体化特

点袁 这就要求运动处方在制定前应全面了解个体的

健康信息尧医疗信息尧运动风险分级尧体适能测试结

果和运动情况等个人基础数据袁 传统方法是查阅个

体的多张记录表单袁既不方便也不快捷遥运动处方信

息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和开发袁 将采集到的基本

信息渊如性别尧年龄尧健康状况尧体力活动水平或锻炼

基础尧客观条件等冤尧医疗指标信息渊如安静心率尧血
压尧血脂尧血糖尧心电图等冤袁以及健康体适能指标信

息渊如心肺耐力尧身体成分尧力量素质尧柔韧素质和平

衡能力等冤存储在系统数据库中袁通过计算机预设的

算法袁自动进行运算和分析袁评定个体的基本身体情

况尧运动能力和运动风险袁是处方制定前的数据准备

和分析阶段 [1,11]遥

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在此阶段的主要作用是通

过计算机对处方对象个人基础信息的分析结果袁系
统自动匹配运动处方相应的数据库袁利用算法袁将数

据库进行关联袁自动提取相应内容袁形成运动处方袁
达到规范尧便捷尧精准的目的遥

运动处方信息系统依据处方对象的个人基础信

息及分析结果袁针对儿童尧青少年尧成年人尧老年人袁
以及肥胖尧亚健康尧慢性疾病患者等不同人群袁结合

内置在程序中的运动处方数据库袁 在库中通过算法

进行匹配袁形成适宜的运动处方袁运动处方制定者只

需要在软件中进行简单操作袁 即可快速出具运动处

方袁对于慢病患者或不同风险人群有更精确尧个体化

运动处方的需求袁 还可设置不同权限的处方调整功

能袁 即制定者可结合自身经验和处方对象在一定时

期内的整体情况袁对处方进行调整[1]遥

运动处方实施过程中的监控和调整是保证运动

处方安全尧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之一袁也是提高运动

依从性的有效手段遥 运动处方信息系统在此阶段的

主要作用通过线下系统与线上运动处方远程管理系

统尧可穿戴式设备及云平台对接袁实现对运动处方实

施过程的实时监控袁 系统可根据获取的可穿戴式设

备及搭载的移动应用的监控数据袁进行分析袁并根据

分析结果给予实时提醒或反馈袁 如对运动强度过大

或过小的及时提醒等遥 同时袁 还可以随着功能的提

高袁及时调整处方袁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1]遥

运动处方实施过程中持续收集和记录个体运动

数据尧持续记录个体健康体适能指标和医学指标袁对
个体运动数据和指标变化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统计比

对袁找出内在联系袁不断完善运动处方算法袁使之更

适宜特定地域尧人群袁提升运动处方算法的有效性[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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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总体呈现出发病率尧病死率尧致残率高袁
但知晓率尧治疗率尧控制率低的野三高三低冶现象 [12]遥
慢性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

题袁 降低慢性病病死率及疾病负担是卫生策略的主

要目标遥 数字疗法渊Digital Therapeutics袁DTx冤是指由

软件程序驱动袁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干预方案袁用以

治疗尧管理和预防疾病遥 数字疗法可以单独使用袁也
可以与药物尧医疗器械或其他疗法配合使用遥其通过

信息渊如移动应用上的文字尧图片尧视频冤尧物理因子

渊如声音尧光线尧电流尧磁场及其组合冤尧药物等对患

者施加影响袁优化患者护理和健康结果[13]遥随着大量

的基于循证证据的研究发现运动处方在慢性病防治

中的有效作用袁 运动处方正越来越多应用于临床慢

病康复中袁 与运动相关的数字疗法也受到更多的关

注袁在运动数字疗法中袁运动处方将会是核心内容袁
关系到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袁 将运动相关数字疗

法产品融入疾病的全病程管理中袁 使之成为医务工

作者进行患者管理的高效工具遥 当前的运动处方信

息化系统多数未经过临床试验验证袁 而运动相关数

字疗法则需要经过临床验证后应用于临床实践袁尽
管现在运动相关数字疗法应用系统较少袁 但随着运

动处方在医疗领域中的应用袁 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

向数字疗法转变将会是一个发展趋势遥

随着人工智能渊AI冤技术的革新和普及袁AI 在运

动健康管理领域的运用将越来越广泛遥 AI 在运动处

方中的应用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学习过程袁比如 AI 通

过大样本多维度的患者诊疗尧病理尧运动尧社会因素

等复杂数据学习袁形成针对个体差异的运动处方袁达
成更佳的治疗效果袁同时整体降低医疗费用袁以智能

诊疗助手的形式袁服务于医疗机构和患者遥
运动处方与 AI 智能技术的融合将会实现基于

个体偏好尧当前健康状况尧当前进行健康管理的阶段

和措施袁适时推荐满足个人需求的增值服务袁提高干

预管理效果遥

在运动康复过程中袁 低成本尧 沉浸式的虚拟现实

渊VR冤技术是一种有效的认知研究尧评估和康复的治疗

工具遥通过 VR 技术袁患者可与各种虚拟场景进行互动袁
提高认知和运动能力袁在这个过程中袁后台系统可以实

时监测尧记录患者数据遥 更为重要的是袁VR 技术在临床

康复医疗和家庭康复环境中都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袁未
来基于 VR 新技术的运动康复将引领行业发展[14]遥

运动处方是体卫融合政策落地的重要措施之

一袁信息化系统因具有强大的数据存储尧处理尧分析

能力使得数据采集尧运动处方制定尧实施和监控变得

更加高效和便捷袁 将运动处方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

的运动处方信息化系统是运动处方得以广泛应用和

推广的重要手段[15]遥当前袁随着体卫融合工作的持续

开展尧 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以及大众健康意识的增

强袁有健身需求的人与日俱增袁期望通过对运动处方

信息化系统的归纳总结和展望袁 使正在开展或计划

开展运动健康管理服务的机构对运动处方信息化系

统及应用有更深入的了解袁同时袁也期望运动处方信

息化系统能够在全民科学健身指导尧 慢性疾病预防

和治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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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窑奥托安然离世遥
2022 年袁慕尼黑在庆祝举办奥运会 50 周年的同

时也在筹办 2072 年百年的纪念活动袁也许袁我们很

难理解德国人在为 2072 年准备的庆典曰也许袁这就

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从建造到现在尧50 年经久不

衰的重要原因遥
历史袁终将是最公正的野评审专家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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