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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穿戴式设备联动APP 以
促进身心健康的研究

张陈舫

（宁波财经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革新，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但随着心理问题的日益严峻，穿戴设备在该方面

的监测也成了所需要改进的方向。在评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 使结果不客观，并且人们出现身心健

康问题时，无法得到及时的有效救助。本文将以智能手环为例，在已有的可行性分析基础上对改进功能、提升算法的可靠性、

人机交互体验以及建立客观及时的身心健康监控报警系统进行分析，来提升对使用者的终端服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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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发展现状

1.1 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市场表现

智能可穿戴式设备将是未来生活环境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根据 IDC 给出的数据显示，全球可穿戴设备

在 2020 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达到 1.253 亿台，同比增长了

35.1%，若想“领跑”穿戴设备市场，智能穿戴设备以 AI

算法作为支撑，功能性更受用户青睐的将成为新主力军。

1.2 穿戴式智能设备的应用特点

在这么多的智能穿戴式设备类型中应用最广泛的就是

穿戴式手环，它可以通过收集并统计穿戴式设备检测出的

各项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体健康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析，

对总数据的包容和计算，在目前电子产品普及的市场中，

最优选择是创建一个和穿戴式设备相连接 APP，将设备中

的数据进行云传输和整理，为用户提供最佳的观察自身健

康的窗口。

2 以智能手环为例的穿戴式智能设备所存在的问
题及分析

2.1 功能同质化

智能穿戴设备基本局势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品牌种类

丰富多样，尽管各厂产品推陈出新，但是产品的功能同质

化愈发严重。大部分智能穿戴设备的 APP 在使用者在使用

时，设备端通过收集用户的身体信息，将数据传输到 APP

端为用户生成一份可供参考的健康数据报告。在这个前提

下，人们仅仅能获取一定量的身体数据，而无法实时根据

自身状况获取较为科学的建议。既然用户要通过穿戴式设

备来更好的促进健康，而且促进的不仅仅是在身体健康方

面，同时也要关注到心理健康，APP 与用户交互时提供的

资料应该更加有参考性。

2.2 数据的准确性与局限性

到医疗行业人土以及用户一直对智能手环测量数据的

准确性抱有怀疑态度 , 作为衡量一款穿戴式产品优劣的指标

之一的准确度，有人专门对市场上智能手环的各项功能分

别进行测试，最后得出的结果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差。毕

竟现实中会有非常多的因素影响着用户，就以睡觉检测为

例：用户有疾病致使某项数据异常、本身睡相不好动作较

多等，都有可能导致手环的误读。不仅仅是用户自身情况

的问题，所处的周边环境也可能造成影响，如周围的噪声、

光线强度、所用的不是平时睡惯的床或枕头等。这些都是

智能手环获取数据时所受到的制约。大部分的智能手环正

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些周边环境因素对用户造成的影响，

直接测量身体内部的数据，导致最终读数偏离真正的数值。

2.3 保护人的功能有待完善

APP 端提供的不仅仅只是些让用户了解自己身体状况

的数字，同时应该在使用时身心健康安全有切实的保障。

一般用户必须主动从客户端上获取相关信息，不能被动自

动地收到预警信息，特别是对于高危突发性疾病患者、孱

弱的老年人、心理存在一定问题的人等，这类用户外出、

居家独处时得不到照顾，出现了异常而不自知或无法及时

联络他人，就会置人于危险之中。作为主打健康的穿戴式

设备，在保护人的健康安全方面的功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完善。

3 基于穿戴式智能设备存在的问题予以的建议

3.1 功能兼顾生理与心理的健康

APP 不仅只是收集数据，而且应该促进用户关注个体

身心健康，给与一定建议，预防疾病。袁昌成 [1] 曾提出血

氧饱和度、心电、体温和脉率等生理参数是人体最基本、

最重要的生命体征，同时也具体实现了关于血氧、体温、

心电的采集和生理信号异常的研究与设计。杨思豪 [2] 有过

通过实验进行特征提取，建立特征与心理状况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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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身心健康评估系统。国外也有通过周边环境、社交

群体等收集数据来提出对策改善个人身心健康的例子 [3]。

穿戴设备可以朝着提升人、促进人的方向而改进人机

交互。用户通过所佩戴设备上的传感器实时采集生理数据

并传输到 APP 上，同时将监测到的身体数据上传至数据库，

依照数据分析导出的基础心理行为数据和科学心理普测结

果数据两方面对根据 HRV 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种特殊

的算法计算出来的用户情绪放数据进行权威准确的心理健

康测验，再用大数据与医疗数据库比对来判断生理健康，

取得一个较为详细的状况解释反馈给用户，并在此基础上

为用户提供一定的调整心理、生理的建议，从而实现评价

估计与实施干预的一体化流程。

3.2 提升数据精准度与适用范围

以检测心率为例，现在的智能穿戴设备普遍是通过光

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PPG）来监测心率。手环将绿色和红

色 LED 光跟感光光电二极管相结合，检测一定时间内手腕

处血氧含量和血液量。为了获取更加精确的心率数据，有

的手环采用了 ECG+PPG 的方式。因此手环通常可采用的是

增加多数据同时分析的方法，将不同的影响因素加入算法，

减小误差，进而达到提升检测精确度的目的。国外有几名工

程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智能手环 [4]，内置了可以计算包括血

（下转第 44 页）

图 1 情绪识别流程图

图 2 设备工作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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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专家班组长负责制，强化设计变更安全方面的管理，

从设计之初保证本质安全。

2.4 确立精细化管理方式

1. 研究组内部和课题之间的资源共享，包括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出研究成果；油田各

个单元，从工程经理到辅助科研人员，都相配的定位，并

将工作进行分解实施，以保证计划的实施与执行。

2. 建立切合实际的工作汇报制度，编制月报、季报，

监测工程进展情况，整理成果，通过电子邮件、内部网站

等形式向集团科技管理部、各个承包的单位和专题领导机

构成员汇报。

3. 实施工程、专题、专题例会制度，对工程研究内容

进展和资金落实情况进行过程监控。从工程管理的角度来

看，每 6 个月在工程层面举行一次阶段检查和成果交流会。

在学科层面，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内部沟通协调会议，实

现跨部门、跨油田、跨学科的信息共享和成果共享。从基

金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建立专项

基金的分类帐，Fmi 系统应该被用来监控基金执行的进展，

和工程管理办公室应当进行不规则基金联合检查每个单元

的执行。经费检查分为三个层次 : 一是工程的层次，每半年

召开一次阶段性检查会议，按要求列出落实专项经费的检

查内容；二是在油田公司层面，定期在 FMIS 系统中监测报

告资金落实情况，不定期检查基层单位资金落实情况；三

是在基层推行资金周会月报制度，促进工程和资金的落实。

4. 现场试验的关键控制。成立试验协调小组，强化课

题组与生产工地之间的工作协调与联系。当对勘探开发进

行部署发生改变时，能够评估现场施工情况的风险，组织

行内专业人士论证，对试验方案进行优化，保证现场试验

满足生产要求，并按规章制度的程序报告。

5. 强化工程管理培训。科学研究部门应当组织科研人员、

科研管理人员和财务部门人员有效培训和交流，做到研究

与管理相结合，保证各项研究内容的有序开展和资金的有

效执行。此外，工程办公室的主要成员还前往工程的主要

承担单位交流工程和资金管理的做法。

3 结语

目前国际比较流行的一体化项目管理模式，能够有效

提升项目管理专业化水平，保证施工方面质量和经济效益，

科研降低施工工程投资成本，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一体化项目管理将是工程领域的发展趋势，也将会在油田

地面工程建设的道路上标准化、系统化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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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细菌和空气在内的有机和无机微粒细胞的数量的生物

传感器，然后将检测到的数据通过低功耗蓝牙技术传输到

手机 APP 上。如果将此技术加入到未来市场上的智能穿戴

设备能大大提升检测的精确度和环境适应性，提供更优质

的促进身心健康服务。

3.3 拓展保护人的功能

在设备上添加警报装置，在用户出现危急情况，如老

年人摔倒，用户某数据危及生命时自动发声报警，提醒用

户及周边人员发生紧急情况。APP 端采用定位权限，通过

蓝牙或者网络对智能穿戴设备使用者进行定位，可将智能

穿戴设备使用者与 APP 用户进行绑定。同时有自动推送及

自动联络功能，设备检测到异常时会在手机端提示出来，

让用户一眼能看到哪里有问题，出现重大问题时弹出警报，

一定时间没有得到回应 APP 会自动紧急通知预先设定的联

络人，让佩戴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4 总结

现阶段智能手机的普及为智能穿戴设备与手机 APP 联

动使用提供了群众基础，为了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智能

穿戴式设备着实需要从更“智能”，更精准，更能保护人

的身心健康方面进行的升级改造，让用户有更好的使用体

验。其实可穿戴还有更多的方向可以进行拓展，而不仅仅

局限于穿戴手环，如耳朵可穿戴，眼镜可穿戴，专业可穿戴，

物体可穿戴等，专注于可穿戴的便携这一优势，让其在各

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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