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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两慢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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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百丈东郊分院）  浙江宁波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人工智能在两慢病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于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

期间，院内收治的两慢病患者共 102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以患者出生日期为基础，应用随机数表法，将 102
例两慢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管理，观察组采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管理，干预

结束后，对比两组患者的血糖指标以及血压指标。结果 在血糖指标方面，干预前两组患者对比无明显差异，P＞
0.05，干预后观察组餐后 2 小时血糖以及空腹血糖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0.05。在血压指标方面，干预前两组患

者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收缩压以及舒张压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基于人工智能的健

康管理可显著改善两慢病患者血糖指标以及血压指标，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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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two chronic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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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two chronic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23 and Jul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atient's date of birth, 102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management,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I based health 
managemen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terms of blood glucose indicato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2-hour postprandial blood glucose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indicat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erms of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ealth management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nd it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Keywords】Two chronic diseas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alth management;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Blood 
glucose indicators 

 
高血压属于以循环动脉压提升为主要临床表现的

心血管综合征，其属于导致患者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

主要因素之一，由于高血压的影响，使得患者长期处于

血压提升的状态，患者的脑、心脏、肾脏等相关脏器均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使其出现慢性损害或是

功能障碍的情况[1-2]。糖尿病患者出现高血压的机率是

非糖尿病患者的 3 倍左右，是由于患者胰脏β细胞功

能障碍所引发的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以及肠

促胰素分泌异常等情况，糖尿病患者具有免疫力低，糖

调节功能差的特点，使其机体处于应激状态，导致其存

在血糖控制难度高，感染机率大的特点[3-4]。预防控制

高血压糖尿病是遏制心脑血管疾病流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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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医疗机构则属于两慢病管理的主要单位，及时明确

高效的管理措施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在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现阶段人工智能计数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将其融

入两慢病的管理过程中，对于改善患者病情状态以及

预后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李果[5]等人将人工智能计数

融入妊娠糖尿病患者的干预之中，显著改善了患者血

糖指标。本文将探究分析人工智能在两慢病健康管理

中的应用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7 月，对象：两慢病

患者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

组患者共 51 例，男 27 例，女 24 例，年龄为：43-79
岁，平均年龄（63.42±7.66）岁，观察组患者共 51 例，

男 30 例，女 21 例，年龄为：41-79 岁，平均年龄（62.85
±6.99）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强化对于患者的病情监测，明确患者血压、血糖水

平的波动，重视并发症预防性干预措施，开展用药指

导，饮食指导等常规管理措施。 
1.2.2 观察组方法 
①构建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小组，应用现代信息化

技术，对院内病例系统进行检索，收集整理患者各项临

床资料，包括各项检查结果，基础资料，饮食习惯，血

压水平，血脂水平，血糖水平，用药史，过敏史等。完

成后由院内医师对相关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进行核

实，深入了解患者的健康状态。完成后充分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借助人工智能平台，预约医共体专家开展会

诊，由上一级医师开展对于患者的远程会诊工作，明确

患者病情状态的改变，掌握患者血压以及血糖水平的

控制效果。完成后通过人工智能平台，讨论制定出适合

于患者自身的健康管理方案，并加以落实。 
②由全科医生以患者实际病情状态为基础，为其

制定个性化健康教育方案，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微信

群，利用短信以及语音电话方式进行个性化科普教育

为患者普及疾病相关知识，提升其对于疾病的认知，同

时提升患者在后续干预过程中的配合度与依从性。 
③在两慢病一体化门诊中，由医护团队对患者进

行指导，引导患者通过智能设备进行预约下次门诊，引

导患者掌握预约的方式，为后续门诊诊疗工作提供便

捷，同时预约成功后，智能设备回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

患者进行短信以及语音提醒，相关检查结果同步以电

子版本的形式，发送至患者智能设备之中，便于患者随

时随地进行查看。 
④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管理，A.两慢病饮食

管理，由医护团队建专属的微信群，引导患者及其家属

加入其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检索两慢病相关健康知

识，形成两慢病健康科普文章，定期于微信群之中进行

推送，同时结合院内病例系统，全面整理患者各项信

息，包括患者身高、身体质量指数、每日劳动强度、血

压水平、血糖水平等指标，计算患者每日所需的总热

量，以及科学的营养搭配，并结合患者个人口味偏好，

形成每日食谱推荐，及时推送至微信群之中，引导患者

遵循饮食管理的引导，对日常饮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

调整，定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患者日常饮食方案进

行调整，确保两慢病患者饮食的科学性与合理性。B.两
慢病运动指导，同样根据患者体重、身体质量指数、血

压水平、血糖水平、心率等为基础，充分结合人工智能

技术，制定出个性化的运动管理方案，通过微信群及时

向患者推送科学运动指导，引导患者每日开展适当的

运动，以患者身体状态的改变为基础，定期对运动方案

进行调整 
1.3 观察指标 
1.3.1 血糖指标 
测定患者空腹血糖以及餐后 2 小时血糖指标。 
1.3.2 血压指标 
测定患者收缩压以及舒张压。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 
2 结果 
2.1 两组血糖指标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1 所示。 
2.2 两组血压指标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P＜0.05，如下表 2 所示。 
3 讨论 
强化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两慢病”患者的健康管

理工作，不仅对于改善患者自身病情状态以及预后具

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是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改革，推进区域医共体以及医联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以往传统的健康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医

疗资源，但现阶段我国社区医疗发展尚未完备，部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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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医务人员存在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医疗资源短缺

的情况，使得针对两慢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质量受到明

显的影响[6-7]，因而需及时明确更为高效的健康管理模

式。 

表 1  两组血糖指标（ sx ± ）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指标 餐后 2 小时血糖指标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8.31±2.06）mmol/L （7.62±1.60）mmol/L （12.22±1.18）mmol/L （11.35±3.16）mmol/L 

观察组 51 （8.27±2.10）mmol/L （6.06±0.58）mmol/L （12.20±1.20）mmol/L （8.69±2.10）mmol/L 

t -- 0.176 7.469 0.139 5.821 

P -- 0.894 0.001 0.924 0.001 

表 2  两组血压指标（ sx ± ）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1 （152.29±9.83）mmHg （139.85±8.62）mmHg （106.45±5.60）mmHg （92.47±4.26）mmHg 

观察组 51 （152.40±9.75）mmHg （129.88±8.50）mmHg （105.01±5.11）mmHg （81.65±4.59）mmHg 

t -- 0.056 5.824 1.343 6.824 

P -- 0.955 0.001 0.182 0.001 
 
此次研究应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管理模式对

患者进行干预，发现观察组在血压、血糖水平以及生活

质量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与王思源[8]等人的研究基

本一致。提示该管理模式对于提升健康管理质量，改善

患者病情状态以及预后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分析其原

因认为：以往传统的健康管理模式难以做到定期落实

患者血压、血糖监测，相关医护人员缺乏患者相关数

据，难以真是的反应患者病情状态的改变，使得医师难

以及时对患者的干预方案进行针对性的调整，加上部

分医师工作量大，缺乏足够的时间与患者进行沟通，使

得最终的管理效果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患者难以受

到实时的指导，可使其在后续恢复过程中的配合度、依

从性以及主动性受到明显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最终的

管理效果[9-10]。而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管理模式则有效

利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首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收集整理患者各项病例资料，为患者构建基础的健康

管理档案，明确患者实际病情状态，并开展智能会诊，

借助人工智能平台开展远程会诊，为患者构建初步的

健康管理方案。其次针对以往传统健康教育模式进行

优化，充分结合了现代化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使得

患者即便未能在医院环境，仍然能够得到个性化的健

康指导。针对两病一体化门诊进行优化，不仅能够更为

便捷的协助患者完成诊疗工作，同时设定了智能预约

系统，使得患者的诊疗更为便捷。其次灵活的应用互联

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对于患者用药提醒，饮

食指导以及运动指导等，进而对健康管理方案进行调

整，确保健康管理措施的针对性，进而保障最终干预效

果的提升。 
综上所述，基于人工智能的健康管理可显著改善

两慢病患者血糖指标以及血压指标，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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