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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

剧，慢性病不仅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

问题，还可能成为严重的经济社会问

题之一。优先做好慢病防控是“2030健

康中国规划”纲要的重中之重。那么，

作为健康管理机构（体检中心）如何面

对这一变化？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

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健康促进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健康管理（体检）中心主任王鹏。

无法全面满足公众健康需求

《医学科学报》：目前，我国健康管

理（体检）领域发展状况如何？

王鹏：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国

内健康管理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在学术层

面上更加注重学科建设，全国和地方都有

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促

进了健康管理学科的发展。国内知名的体

检中心都从单纯体检向检后健康管理逐

步转变。

健康管理专业蓬勃发展，部分高校也

成立了健康管理专业，正在不断完善培养

机制，培育满足健康管理事业发展需要的

优秀人才。

不过，相较其他专业，我国健康管

理专业起步晚、专业底子薄、可借鉴实

践经验少、各梯队人才储备不足，尚无

法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医学科学报》：基于上述情况，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体检科做了哪些新尝试？

王鹏：我们一方面在检前、检中、检

后全方位关注数据收集，在优化体检

方案的同时，做好制定个性化健康管

理模式，建立人员健康档案、健康管理

队列，积极为签约团体单位提供检后

健康管理服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利

用科技实现受检者的全程—全方位管

理，支持微信、手机 A pp、PC 端等各种

访问形式，方便体检者查阅报告，并且

实时推送健康信息，满足客户日常居

家健康指导、监测的需求，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的健康服务理念。

体检项目应“量体裁衣”

《医学科学报》：面对种类繁多的体

检项目，公众如何选择体检套餐？

王鹏：公众选择体检套餐时，不可盲

目追求高大上，应做到“量体裁衣”，根据

年龄、性别、遗传背景、生活方式、健康状

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

北医三院体检中心目前已经开展

了检前咨询门诊，未来将逐步推广检前

问卷调查与体检项目自动推送服务。

这将使公众告别“千人一方”的体检套

餐，实现个体化体检项目的自主选择。

此外，我们在传统体检项目的基础

上，结合医院优势资源，开展了运动功

能测评项目、肿瘤风险筛查、肥胖健康

风险筛查、女性孕前风险筛查、女性围

绝经期健康风险筛查等。这些项目在

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尤其运动功能测评

项目是我们体检中心特色项目。

《医学科学报》：能谈谈运动测评项

目吗？

王鹏：《“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中明确指出，加强全民健身科技创

新平台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站点建

设，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完善体质健康

监测体系，开发应用国民体质健康监

测大数据，开展运动风险评估。

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运动不仅可以提

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利于高血压、糖尿病、

肥胖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降低冠心

病、脑卒中、癌症等重大疾病的风险。

然而，不科学、不适宜的运动不但

不能给运动者带来健康，反而因锻炼不

当导致运动伤害，甚至运动猝死。如何

引导公众进行安全有效的运动是相关

从业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

为此，我们中心联合医院特色学科

组织专家通过研究理论以及反复临床

实践，编写运动功能测评流程，并邀请

健康管理学科、运动医学科、骨科、心

内科、康复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制定

了基于运动功能测定与评估的健康管

理方案。根据运动测评结果制定个体

化精准运动处方，测试出运动中安全

有效的阈值，进而发现受检者心血管

系统和运动系统功能方面的不足以及

潜在的伤病风险。

多学科交叉提升创新动力

《医学科学报》：立足人类疾病谱，健

康管理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布局？

王鹏：健康管理部门既是疾病前期

的哨所，更是健康风险监测的哨所，怎

样“管”好健康是当下的急迫需求。为

了更好地促进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

为健康管理人，我们应将工作重心从

以筛查疾病为中心转向筛查健康风险

因素并及时指导干预的健康管理,为

此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布局。

第一，检前慢病风险因素的筛查。针

对慢性病个性化制定体检问卷，设计慢性

病风险评估的体检套餐，以性别和不同年

龄阶段划分，制定出不同年龄阶段慢性病

风险评估的体检项目。

第二，检中严格保证慢病的质控。

建立慢性病筛查模型和知识库，对体

检过程中发现的潜在风险人员设置预

警提示，由体检中心开具专业的健康管

理处方，转入体检检后管理。同时开通

内分泌代谢门诊、心血管病门诊、脑血

管病门诊、睡眠门诊、运动医学科等绿

色通道。

第三，检后慢性病及风险因素的管

控。检后的慢病健康管控是重点，实现饮

食、生活方式、运动、睡眠等方面动态化

闭环监督管理，充分利用检后管理平台

和智能移动终端设备进行慢病风险筛

查、日常健康指标的监测和个性化的健

康指导，为慢病患者提供健康服务。

《医学科学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健康管理机构

应该如何发展？

王鹏：健康管理作为新兴的医学学

科，健康管理与人工智能、光学、材料学

等交叉融合创新发展是必然趋势。

首先，我国已经将健康大数据归

入国家战略布局，体检中心将利用这

一契机，使用体检大数据开展学术研

究，建立疾病预警体系，促进健康管理

学科快速发展。

其次，利用体检数据实现全生命周

期服务、终身服务。未来或许将体检者

的信息集中在一个区域数据中，实现资

源共享，提高体检者对自身健康的了

解，依据数据让体检者变被动健康管理

为主动寻求健康管理。

再次，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健康体

检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智慧化体检系统。

人工智能穿插于“检前—检中—检后”各

个流程，在检后“管”健康方面发挥优势，

建立动态预警、监测、评估体系，对体检

者饮食、生活方式、运动、睡眠等提供精

准化、个体化的科学指导，同时教育引导

该人群自觉接受健康教育，贯彻健康管

理理念，提高健康素质。

未来，体检中心可以与相关工科合

作，利用材料学、力学、计算机学等有

关技术，设计制造服务于某一项或某几

项特色体检项目的一体化智能体检设

备，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深度挖掘

科技赋能体检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