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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某公司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



某公司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

1 在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健康管理，
以IT人士为主体，探索职业人群健康管
理的模式。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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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部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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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自然社区慢性病及高风险人群管理 功能社区慢性病及高风险人群管理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
的聚落。有一定的人口，相互
联系，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群
居住的区域。

功能社区是指由学校、企业、
机关等相同处境人群构成的社
群，围绕人的不同社会活动形
成的区域

中老年年人、儿童为主

享受的医疗资源多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康中心

以慢性病患者为主

青中年人为主，劳动力人群

很难被覆盖到慢病防控体系中

企业医务室

亚健康、高风险人群较多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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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社区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项

目是中疾控慢病中心高风险人群健康管

理试点项目，旨在探索职业人群健康管

理适宜技术和管理模式。南山区是全国

三个试点地区之一。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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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深圳某科技公司2015年健康白皮书显示排名

前十的健康问题中有八项主要是由不良生活方式

疾病导致的疾病，与慈铭体检集团2013年发布的

《中国城市IT精英人群健康状况大调查白皮书》

对比，排名前十的健康问题中有八项检出是一致

的(血脂异常、痔疮、咽炎、超重及肥胖、脂肪肝、

颈椎综合征、尿酸偏高、血压偏高)，表明公司员

工的健康问题较为普遍。

健康问题 检出率排名

屈光不正 1

痔疮 2

血脂异常 3

咽炎 4

超重 及肥
胖

5

龋齿 6

脂肪肝 7

颈椎综合征 8

尿酸偏高 9

血压偏高 10

生活方式疾病成为腾讯员工主要健康问题

血脂异常和超重及肥胖健康问题较为突

出，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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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01

高风险人群筛查

提高职业人群慢性
病高风险人群早期
发现率

02

探索健康管理模式

干预的适宜技术
和管理模式

03 通过生活行为方式
干预，降低血压、
血糖、血脂、腰
围、吸烟的检出水
平

04

成本测算

测算高风险人群
人均筛查成本、
管理成本

降低危险因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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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组织结构图

商务
组

员工
福利
组

专业技术支持

医务室、
职工体检、
员工食堂

健身房、
文体协会

宁波大
学公共
生学院

中山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宁波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广州体育学院

公司行
政部

深圳市
南山区
慢性病
防治院

营养与健康
生物样本采集与
检测
运动与健康

承办单位 实施地点

方案设计
现场实施
督导评估

环境政策支持
组织实施干预活动
协助员工健康管理

健康
联合
品牌
项目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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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高风险人群筛查

01 开发高风险人群在
线调查问卷库

02 行政助手在线
宣传

03 在线筛查
在线基线调查

04 问卷调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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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线上健康教育

针对公司员工健康白皮书排名前十的健康问题，南山慢病院联合公司行

政部推出了十期健康教育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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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线上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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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膳食管理

1.环境建设——合理膳食宣教

某公司有九个餐厅，可容纳二万人就餐。在公司九个餐厅的文化墙、桌面和LED

等处分别展示了合理膳食的科学指导，内容包括膳食宝塔、指南六大推荐、重要营

养素的食物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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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膳食管理

1.环境建设——营养标签

筛选出各食堂员工点餐频率最高的10-30道菜品，标识营养标签，同时提供针对

三大主要健康问题血脂异常、超重肥胖、脂肪肝及高危人群的膳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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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餐线
评估

营养师配餐

膳食建议慢病院根据公司

员工主要健康问

题提供科学的膳

食建议。

慢病院对营养师开发

的营养餐线进行评

估，评估合格的餐线

才可以上线。

公司餐厅营养师根据慢病院

提供的专业膳食建议，开发

营养餐线。

项目内容——膳食管理

2.开发营养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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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膳食管理

3.膳食数据采集系统

运营机制

慢病院：提供膳食数据采集系统采

集数据类型、膳食评估标准的制定、

评估结果的解读和运用。

公司餐厅：膳食数据采集系统的技

术开发，员工多维度的宣传引导。

行政部：膳食数据和体检数据的对

接和运用。

健身房：后期计划导入运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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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运动管理

1.开发适宜的运动模式

邀请广州体育学院的运动与健康专家根据公司员工的工作模式、

运动环境、运动时间开发设计适合公司员工的运动内容和运动管理模

式。

2.工间操的推广

挑选碎片式的运动内容制作成工间操文字、图片、视频等科普材

料进行全员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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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识知
晓、行为改
变、健康自
我管理技能
水平等。

政策的出台、
环境的改善、
健康管理模
式、效益的
提高。

成本测算，
成本效果/效
益/效用分析，
干预技术和
管理模式，
可复制推广
经验。

员工

1

企业

2

社会

3

项目内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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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区功能社区健康管理

2 以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为主体的健康
管理。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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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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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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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项目
目标

及时识别重点慢性病高危人

群，评估生活行为相关危险

因素，开展重点慢性病的疾

病风险评估，针对危险因素

进行个性化健康干预。

降低目标人群慢性病危险因

素水平，促进早诊早治，控

制重点慢性病患病率及并发

症发生，提高目标人群生命

质量，有效保障南山区干部

职工健康。

探索科学有效、操作性强的

功能社区职业人群健康管理

模式，建立符合功能社区群

体特点的疾病风险评估模型

和健康干预技术体系。

开发健康监测-健康评估-健

康干预闭环管理、线上线下

粘合度高、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健康管理信息管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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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内
容

健康监测区 健康评估区 健康干预区

1.健康小屋：10分钟
2.体质测试：10分钟
3.身体成分测试仪：5
分钟
4.精神压力分析：5分
钟

1.建立健康档案：5分钟
2.中医体质辨识：5分钟
3.生活方式评估：10分
钟
4.疾病风险评估：10分
钟

1.饮食指导：10分钟
2.运动干预：10分钟
3.可穿戴式设备：10
分钟
4.中医养生指导：10
分钟

特点1：每个功能分区耗时都在20-30分钟左右，可
以独立开展；

特点2：根据一般人群、高危人群和患者人群分类不
同，面对面管理频次和可穿戴式设备随访频

次不同。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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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模
式

强调提高服务对象“自我管理健康”的意识为前

提，健康管理中心现场体验健康管理流程为主，结

合微信平台推送体检和健康信息以及可穿戴设备健

康指标监测，实现闭环式的O2O（线上线下）健康

管理模式。

线下线上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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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果
评
估

根据高危因素的不同，以三个月为一个健康管理强化

周期，一个自然年为年度质控节点进行服务对象的干

预效果和依从性的个体和群体评估，以及项目实施过

程的效果评估。

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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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流程图

1

2

3

4

5

6

依据重点慢性病高
危人群识别标准和
干部职工体检结果
确定服务对象

电话预约服务对象
前往健康管理中
心，获得知情同意
并发放健康管理身
份识别码

健康监测区：
建立个人健康云档
案；监测重点慢性
病相关健康指标；

健康评估区：
个人生活方式评估；重点
慢性病疾病风险评估；
中医体质辨识分析；

健康干预区：
营养膳食指导；科学运动指
导；
可穿戴式设备将指标自动上传
到个人健康云档案；

效果评估：
服务对象的干预
效果和依从性；
项目实施管理过
程质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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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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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软件特点

1

5

4

2

3

具有健康管理行业资源，并已有业内认可的疾病
风险评估和生活方式评估软件；

具有强大的软硬件系统集成功能，建立健
康档案，并能将硬件设备数据进行串联，
与综合医院体检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按照项目要求进行软件二次开发，且二
次开发的源代码由公司方与我方共享，
为区域化评估模型的建立提供数据库、
制定个性化自动推送的健康教育处方
等；

软件设计体现用户信息的多端安全保密
性，包括不同角色权限等，形成内网式
闭环系统；

签订由我方进行数据管理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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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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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

01  健康小屋一体机 02  骨密度仪

自助检测血压、血糖、心电等指标 检测跟骨的骨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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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

04  道生四诊仪

检测体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和体
脂肪是否处于均衡状态

中医体质辨识

03  人体成分分析仪



32
32

硬件设备

06  心理压力分析仪
身高、体重、握力、肺活量、坐位体
前屈、纵跳计、闭眼单脚站立、反应
时、台阶试验、俯卧撑、一分钟仰卧
起坐测试。

评估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检测心理压力
的反映程度并精确定位；观察自主神经
系统平衡程度；判定身心承受压力程度
和疲劳程度；评估心血管自主神经调节
能力；检测末梢血液循环障碍，观察血
管老化状态及血液循环状况。

05  十一项体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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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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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方案，规范流程，保障人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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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环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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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堂的环境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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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运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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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检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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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康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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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健康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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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完成现场软硬件的
接口及身份识别对
接。

2 健康管理信息系统与
体检系统的对接。

3 每位来访者得到一份
专业的健康管理报
告，并可通过手机
APP实现同步查询。

4

5

可穿戴设备与健康管理信息
系统的数据对接，如血压、
血糖、BMI、体脂率、步数
等。

健康管理中心宣传视频的制
作及播放宣传。

6
健康教育处方库的开发及干
预方案的落地。

八、健康管理中心服务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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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人：张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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