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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数字化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中的深度应用，大学生群体的健康管

理需求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校园数字康养e生”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通过整合物

联网、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致力于打造一个全面、精准且个性化的校园健康管理平台，

以满足师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的多样化健康需求。同时，平台还整合校园内外的医疗资源，实现线上问诊、

预约体检、健康知识推送等功能，打造一站式健康服务生态。“校园数字康养e生”不仅为解决校园健康

管理问题提供了创新模式，也为数字化技术在校园场景中的应用拓展了新思路，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与

推广意义，有望推动校园健康管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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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dig-
ital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the health management needs of college stu-
d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Campus Digital Health 
Care e-Doctor” project came into being. By integrat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
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project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com-
prehensive, accurate and personalized campus health management platform to meet the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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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ne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learning and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tform also inte-
grates medical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ampus to realize functions such as online consul-
tation, appointment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health knowledge push, creating a one-stop health 
service ecology. “Campus Digital Health Care e-Doctor” not only provides an innovative model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campus health management, but also expands new idea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ampus scenarios, which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and promotion sig-
nificance, and is expected to promote campus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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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等国民健康政策的出台，强调了预防

为主的思想，呼吁人民重视健康[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社会发展中最

积极，最有生机的力量，是党的发展、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生力军，青年有健康的体魄，国家才有强盛

的根基[2]。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人的精力、活力和身体机能下降，影响个人生存和发展，慢性疾病年

轻化、猝死等问题对青年人的家庭和社会生产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3]。 
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健康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不良的生活习惯在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熬夜现

象极为常见，据相关调查显示，超过 70%的大学生有熬夜的习惯，熬夜时间集中在晚上 12 点之后，甚至

部分学生凌晨两三点仍未入睡。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同样堪忧，许多学生偏爱高油高糖食品，蔬菜、水果

的摄入量严重不足，三餐不规律的比例高达 40%左右。同时，缺乏运动也是一个显著问题，仅有不到 30%
的大学生能保证每周进行三次及以上、每次 30 分钟以上的有效运动。另一方面，学业与就业压力对大学

生心理健康产生较大冲击。随着高等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学业上的繁重任务和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使得大学生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调查表明，约 25%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这些心理问题不仅影响学习生活，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传统的校园健康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健康信息收集方式较为落后，多依赖于人工填写纸质问

卷或简单的体检，效率低下且准确性欠佳，难以实时、全面地反映学生健康状况。健康评估与干预也缺

乏精准性和个性化，往往采用统一标准，无法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健康建议和服务。此外，

校园内医疗资源有限，且与校外优质医疗资源的整合不足，导致学生在遇到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时，难

以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支持。 
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在健康管理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对个体生理数

据的实时、连续采集，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能准确记录心率、睡眠质量、运动步数等信

息，并通过蓝牙等无线传输技术将数据同步至手机应用程序或云端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对海量健

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模型，实现对健康风险的精准预测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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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制定。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为

其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和心理调节建议。人工智能技术则可应用于智能诊断、健康咨询等领域，如

智能问诊系统能够根据学生描述的症状，初步判断疾病类型，并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指导。 
在此背景下，“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旨在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前沿数字化技术，打造一个全面、精准、个性化的校园健康管理平台，弥补传统校园健康管理模式的不

足，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健康管理需求，助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提升整体健康水平，

为其成长成才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目的 
数字化技术在健康管理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物联网技术能够实现对个体生理数据的实时、

连续采集，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能准确记录心率、睡眠质量、运动步数等信息，并通过

蓝牙等无线传输技术将数据同步至手机应用程序或云端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对海量健康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和分析，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模型，实现对健康风险的精准预测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的制定。

例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学生的健康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为其提供个性

化的饮食、运动和心理调节建议。人工智能技术则可应用于智能诊断、健康咨询等领域，如智能问诊系

统能够根据学生描述的症状，初步判断疾病类型，并提供相应的建议和指导[4]。“校园数字康养 e 生”

项目旨在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方位、精准且个性化的校园健康管理平台，以满足大学生在校园

生活中的健康管理需求。 
具体目标包括：构建全面的数据采集体系，实现对学生生理数据和生活习惯的实时动态监测；开发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健康评估模型，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健康风险预测；提供个性化的康养

服务，涵盖饮食建议、运动计划和心理调节方案；整合校园内外医疗资源，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站

式健康服务平台。 
(二) 研究意义 
丰富校园健康管理理论，完善数字化健康管理理论体系，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框架；提升大学生的

整体健康水平，优化校园健康管理模式，推动数字化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助力“健康中国”

战略实施，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具有健康意识和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一)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广泛搜集国内外校园健康管理、数字化医疗、康养服务等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现有

研究成果与不足，明确研究方向，为本项目奠定理论基础，比如参考现有大学生健康数据研究，掌握大

学生常见健康问题。 
2) 问卷调查法：设计针对大学生健康状况、需求、习惯及对数字化康养接受度的问卷，在多所高校

大规模发放，了解大学生健康现状与期望，为平台功能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如调查大学生对线上问诊功

能的需求程度。 
3) 访谈法：与高校管理人员、校医、大学生展开深度访谈，获取校园健康管理痛点、医疗服务问题

及学生个性化诉求，与校医交流了解常见学生病症类型及管理难点。 
4) 案例分析法：剖析国内外成功的数字化健康管理案例，汲取经验并结合校园场景改进，如借鉴企

业员工健康管理平台的数据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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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证研究法：在多所高校试点运行“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平台，收集用户使用数据与反馈，运用

统计学方法分析平台效果，优化完善平台。 
(二) 创新点 
1) 创新性地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打造一站式校园健康管理平台。 
2) 服务模式创新：构建线上线下结合、校内校外联动的全方位服务模式。线上提供健康监测、评估、

咨询与问诊服务；线下联合校园医务室与校外医疗机构，提供体检、诊疗服务，整合多方资源，为学生

提供无缝对接的健康保障。 
3) 个性化定制创新：依据每个学生的健康数据、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等，制定高度个性化的康养计

划，从饮食、运动到心理调节，精准满足学生个体健康需求，区别于传统统一化健康管理模式。依据精

准医学理论，构建全面、精准的数据采集体系。一方面，借助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实

时采集学生的心率、睡眠质量、运动步数等生理数据；利用智能体脂秤获取体重、体脂率、肌肉含量等

身体成分数据。另一方面，通过线上问卷、心理测评软件等方式，收集学生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心理

健康状况、家族病史等信息。同时，与学校教务系统、图书馆系统对接，获取学生的学业压力数据，如课

程数量、考试安排、学习时长等；从校园社交平台获取学生的人际关系数据，分析其社交活跃度和社交

质量。此外，引入环境监测数据，包括校园空气质量、噪音水平等，全面了解学生所处的环境对健康的

影响。 

1.4. 与其他健康管理平台的比较分析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平台与其他平台相比优势显著。其聚焦大学生群体，针对学业压力、社交适

应等健康需求，提供考研心理疏导、体测训练等定制服务；多维度采集生理、学业、社交等数据，结合前

沿技术深度分析，精准评估健康风险。 
其他平台面向大众，服务通用化，数据采集单一、分析浅显。相较之下，“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平台

还依托高校资源，整合专业知识与教学力量，以个性化服务、前沿技术应用及高校协同优势，为大学生

提供更专业、精准的健康管理服务。 

2. 理论基础 

2.1. 健康生态学理论 

健康生态学理论强调，个体的健康状态是其自身生理、心理因素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

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如气候、空气质量等)，也涵盖社会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等)。基于健康生态

学理论，校园环境对大学生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在物理环境上，部分高校体育设施陈旧、数量不足，无

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运动需求；食堂的菜品结构不合理，高油高盐食物占比较大，而富含维生素、膳食

纤维的食物供应较少，不利于学生的营养均衡。在“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中，该理论指导我们全面

分析学生的健康问题，不仅关注个体的生理指标，还考虑其生活环境、社交关系等因素对健康的综合影

响。 

2.2. 精准医学理论 

精准医学理论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通过信息技术融合临床数据、环境数据和个体健康数据，重新

定义疾病分类，并为个体提供更为有效的健康管理策略。在本项目中，精准医学理论被用于开发个性化

健康服务[5]，例如将个体的基因信息纳入分析，考虑基因多态性对疾病易感性和药物反应的影响，更精

准地评估学生的健康状况。建立个性化的健康评估模型，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生活方式、环境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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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估，生成详细的健康评估报告，明确学生当前存在的健康问题和潜在风险。 

2.3.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AM)由 Davis 于 1989 年提出，核心要素包括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在“校园数

字康养 e 生”平台的推广过程中，该模型帮助我们分析用户对平台的接受程度，从而优化用户体验和服

务设计。 

3.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发展现状 

项目发展现状分析 

1) 平台搭建与功能开发 
已完成“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平台的初步搭建，涵盖移动应用端和网页管理端。移动应用端实现了

用户注册登录、个人健康信息录入、健康数据实时监测与展示等基础功能。在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方面，

已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框架，正在搭建健康评估模型和风险预测模型。 
2) 数据采集与积累 
部署了一批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包括智能手环、智能体脂秤等，覆盖了部分学生群体。截至目前，

已累计收集到数千条学生的生理数据和生活习惯数据，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服务优化提供了数据基础。 
建立了数据质量控制机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校验和标注，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同时，严格遵守数据隐私保护法规，对学生的个人健康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保障学生的数据安全。 
3) 合作拓展 
与高校的学生工作处、校医院等部门建立了紧密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推进项目在校园内的落地实

施。高校为项目提供了场地支持、学生组织协助等资源，保障了设备部署和数据采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积极与校外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将为平台提供专业的医疗咨询、诊断服务支持，以及体检套餐资源，实

现线上线下医疗服务的有效衔接。此外，校企合作在健康管理服务中的应用也为本项目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校园健康管理的创新发展[6]。 
4) 用户反馈与项目优化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用户访谈等方式，收集了学生反馈。学生普遍对平台的健康监测功能表示认可，

认为有助于提高自身健康意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如希望平台能提供更丰富的健康知识内容、

优化界面交互体验等。 
根据用户反馈，项目团队及时调整优化平台功能和服务。在内容建设方面，增加健康科普文章、视

频课程的推送频率和数量；在界面设计上，进行简化和优化，提高了操作的便捷性。 

4.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发展模式剖析 

4.1. 项目的技术应用模式 

4.1.1. 数字技术在康养服务中的应用 
1) 数据采集与感知：利用物联网技术搭建基础数据收集体系，借助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

备，以及校园内的智能健康监测终端，如智能体重秤、血压检测仪等，实现对大学生生理数据的实时、

动态采集，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平台的云端数据库。物联网技术在健康管理中的创新应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为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提供了有力保障[7]。 
2) 数据分析与处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的健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 
3) 智能决策与应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平台的智能化决策与服务应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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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智能健康咨询机器人，为学生提供 24 小时在线的健康问题解答服务。通过图像识别技术，辅助

校医进行疾病诊断，如皮肤疾病的初步诊断等。同时，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

理方案，包括定制化的运动计划、饮食建议、睡眠改善方案等。 

4.1.2. 技术创新与优化 
1) 健康服务整合：整合校园内外的医疗健康服务资源。 
2) 用户服务体验优化：注重用户服务体验的提升，打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服务流程。同时，建

立用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平台的功能和服务。 
3) 商业运营模式探索：在保障学生健康服务的基础上，探索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一方面，可以

与健康产品供应商合作，如运动器材品牌、营养食品企业等，通过平台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获取一定

的分成收入；另一方面，与中药香囊大创项目组合作，推广中医养生理念；与传统康养协会合作，提供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康养服务等。 

4.2. 项目的运营管理模式 

在规划阶段，明确平台的服务对象、服务范围及核心功能，确保平台定位准确，满足目标用户的需

求。校园数字康养 e 生旨在为校园师生及周边社区提供全面、便捷的健康养生服务。根据校园师生的特

点，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咨询、中医康复、养生保健、运动指导、心理疏导、理疗

服务等。服务内容定期更新，以保持对用户的吸引力。建立完善的用户注册、登录、信息管理等制度，对

用户进行分类管理，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推荐。同时，加强用户反馈机制，及时收集用户意见，不断优化

服务体验。 
本平台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通过线下实体场馆提供亲身体验，

线上平台提供便捷服务，打造全方位的健康养生环境。合理整合校内外的健康养生资源，包括康复资源、

运动设施、健康食品、香囊新产品等，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同时，与周边商家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打造康养产业链。利用先进的健康监测设备和技术，对用户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通过数据

分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和改进方案，提高用户的健康水平。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和

分析，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优化服务内容和推荐策略。同时，对平台运营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发

现潜在问题并及时改进，提高平台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建立专业的团队负责校园数字康养 e 生的运

营和管理。团队成员应具备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和良好的服务意识，能够为用户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

同时，加强团队培训和考核，提高团队成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5.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发展面临的发展瓶颈与应对策略 

5.1. 技术瓶颈 

5.1.1. 技术方面面临的问题 
项目需依赖物联网设备、人工智能算法及大数据分析技术，技术集成复杂度高。数字化技术发展迅

速，平台需持续升级以适配新技术。然而，技术迭代可能带来兼容性问题和高昂的维护成本，对团队技

术能力提出挑战。 

5.1.2. 应对策略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在人力投入方面，需要组

建一支高素质、多元化的技术研发团队。吸引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医学等领域的专业

人才加入团队，为技术研发提供人才保障。加强与科研机构的技术合作与交流。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5113


董晓忆 等 
 

 

DOI: 10.12677/ns.2025.145113 844 护理学 
 

5.2. 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 

5.2.1. 敏感数据泄露风险分析 
健康数据(如心理评估、疾病史)具有高度敏感性。若数据存储或传输环节存在漏洞，可能引发用户信

任危机。个性化服务需收集用户生活习惯数据，但过度采集可能侵犯隐私。 

5.2.2. 防护方案 
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和措施。明确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共享和销毁的流程和规范，确

保数据的安全和隐私。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技术和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和篡改。在数据

收集过程中，充分尊重师生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明确告知他们数据收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取得

他们的同意。建立数据访问权限管理制度，防止数据泄露。定期对数据隐私保护措施进行评估和改进，

确保其有效性和适应性。还应密切关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变化，建立政策动态跟踪机制。 
数据隐私保护对于数字化健康管理平台至关重要。根据 Reynolds et al. (2019) [8]的研究，数据泄露不

仅会对用户造成隐私侵犯，还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和声誉损害，因此采取有效的数据隐私保护措施至关重

要。 

5.3. 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矛盾 

5.3.1. 服务标准化难题 
康养服务涉及中医推拿、心理咨询等非标内容，服务质量难以量化。例如，不同理疗师手法差异可

能导致用户满意度波动。线上线下一体化不足，线下服务依赖实体场馆资源，若校园场地有限或设备不

足，可能制约服务覆盖范围。 

5.3.2. 应对策略 
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对医疗服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

全水平。制定康养服务操作手册，开展服务人员资质认证。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总结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项目的发展模式，全面总结了其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以

及应对策略。聚焦于大学生健康管理领域，运用数字化技术搭建创新平台，致力于解决校园健康管理难

题。通过整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成功构建起全面的数据采集体系，实现对大学生

生理数据与生活习惯数据的实时动态收集。基于海量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算法，搭建健康

评估模型与风险预测模型，为精准化、个性化的康养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服务运营方面，整合校园内外医疗资源，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方位健康服务网络。线上提供

便捷的健康监测、智能咨询与服务预约功能，线下联合校医务室与校外医疗机构，提供专业诊疗与康复

服务。通过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收集并处理大量用户反馈，平台功能与服务持续迭代升级，有效提升了

大学生的健康管理意识与参与度。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努力与多所高校及医疗健康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与资源支

持。通过试点运行，验证了项目的可行性与应用价值，为校园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模式与思路。 

6.2. 未来发展展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校园数字康养e生有望成为未来康养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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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健康管理的发展趋势与挑战日益凸显，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

不断创新和完善服务内容，推动康养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将为提升国民健康

水平做出积极贡献[9]。展望未来，该项目有望在技术创新和服务拓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基于校园师生

的人口基数，通过对本校师生进行的康养服务需求调查，预计校园数字康养 e 生的用户规模将呈逐年增

长趋势。特别是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和数字化服务的普及，用户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显著增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校园师生对康养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本项目有望在未来获得

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通过线上线下的融合，为校园大学生提供更加全面、便捷的服务。线上平台可以

提供丰富的健康资源和信息，而线下活动则可以提供实践和交流的机会。这种融合不仅提高了服务的效

率和质量，也为师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学习和生活体验。随着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服务质量的持续

提升，将来校园数字康养 e 生将逐渐成为校园师生及社区居民首选的健康养生服务平台。长期来看，校

园数字康养 e 生有望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盈利，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校园数字康养 e 生的经济价值体现在不仅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康养服务，还

能够推动康养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提供便捷的

康养服务、扩大康养服务的覆盖范围、促进康养产业的发展、提高公众的康养意识以及助力健康管理和

疾病预防等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校园数字康养 e 生有望成为未来康养产业的重要

发展方向之一。 
同时，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服务内容，推动康养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为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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