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健康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心源性猝死预防与管理

1 背景及意义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 55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 2/3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中青年人，

而这些人大都是家庭和工作的骨干，他（她）们的猝然离世，造成了沉重的经济、社会和家

庭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建立了基于医疗级穿戴式设备的健康管理云平台，通过与医学专家

的合作，选择关键设备，对用户进行及时、长程、综合的健康数据采集，并在云平台上利用

人工智能算法对健康大数据进行分析，挖掘猝死的前兆特征，降低猝死的发生率，并对院后、

术后病人进行闭环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与服务，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具有良好

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科研价值。

2 技术解决方案

项针对心源性猝死高发且低龄化的趋势，评估、选择并接入医疗级可穿戴式设备，综合

采集长程心电、血压、运动、睡眠和血糖等关键健康数据，采用大数据、智能信息处理和知

识管理等理论，构建基于云平台的疾病预警模型，将边缘计算引入猝死预防与管理，降低响

应时间，且有效应对网络情况不佳的情况；开发了健康云平台服务管理系统，对包括猝死在

内的健康风险进行预测，并推荐合适的医生。技术方案主要包括设备接入、数据管理、数据

分析预测三部分。

（1）自主研发多传感器智能接入网关

突破现有通过手机和 App进行设备接入的方式，采用网关进行各类穿戴式、移动式、

便携式、植入式、远程健康监测设备及终端的接入，有效实现了易用性、综合数据采集，可

显著降低硬件成本和平台维护成本。接入网络可使用WiFi、4G、5G网络等，实现快速接入。

图 1 基于智能网关统一接入多种健康监测设备

（2）建设基于健康大数据的管理服务云平台



在云平台上，根据国家标准，实现了电子健康档案、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关于三个健康

管理的关键环节，将其电子化和自动化。平台分为用户端和医生端，可实现远程咨询和指导。

图 2 基于国家标准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图 3 基于专家共识的健康风险评估

（3）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健康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预测

基于云平台上的健康大数据，与医学专家合作，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训练数据模型，在

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预测。

同时，将边缘计算引入健康管理云平台，针对心源性猝死的预防和管理，支持后续的综

合健康数据分析以及健康促进方案生成，同时也能够对用户产生更及时、有效的反馈，提高

健康管理的时效性，降低云平台的负担，在网络情况不佳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有效的健

康管理服务。

健康管理云平台将向科研人员开放，实现数据共享和协同创新。

3 技术创新点



（1）自主研发能够统一接入多种医疗级穿戴式设备的智能网关，突破现有通过手机和

App进行设备接入的方式，使得用户测量健康指标时不需要额外设备、额外操作，在不改变

用户使用习惯的前提下，自动采集、上传测量数据。支持多用户使用，有效降低硬件设备的

成本。

图 4 基于智能算法的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

（2）在云平台上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对包括长程心电在内的多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训练模型，预测风险。

（3）将边缘计算引入健康管理云平台，针对心源性猝死的预防和管理，提供更好的实

时性支持，且在网络情况不佳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服务。

图 5 基于人工智能的长程心电分析和预警

4 推广应用

目前方案已经为几十家机构所采用，包括科研机构、医院、健康管理机构、养老、



园区、药店、保险公司、银行等。利用配备了智能网关的共享套装设备进行健康筛查和

公益服务，用于重点监护个人的专享设备套装也受到医疗专家和用户的好评。

图 6 基层健康筛查共享设备套装

图 7 重点监护人员专享设备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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