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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驿站充分整合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体质监测等各方

资源，是以街镇为单位设置的居民健康自检自评与自我管理的

场所，是体医结合的重要探索，也是获得针对性健康服务的科

技渠道。

首批建成的 85 家智慧健康驿站遍布上海全市，既有设置在

居民小区内的，也有布点在产业园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市

民体育活动中心、企业楼宇中的。上海居民凭身份证、社保卡

（医保卡）前往就近的智慧健康驿站，进行智能身份识别，就

可以自动新建或调用居民健康账户，获得 11 项自助健康检测、

11 项自助体质检测和 15 项健康量表自评服务。

根据居民健康自检或自评结果，智慧健康驿站会为居民出

具健康自检自评报告并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居民自检自测

自评的数据实时传入居民健康账户，成为居民健康数据的重要

组成。针对不同健康需求，居民还可以在健康驿站内获得针对

性健康处方与运动建议，可以在线签约家庭医生，与自己的家

庭医生联系咨询，还可以便捷预约挂号。

预计到 2021 年，上海要基本实现每个街镇至少有一家标准

化智慧健康驿站。智慧健康驿站会根据设置所在的点位与服务

对象的不同，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多种形态的智慧健康驿站

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逐步从居住社区延伸至学校、企事

业单位、楼宇等功能社区，并通过智慧健康设备延伸至居民家中，

将健康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居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记者在住家附近的健康驿站进行了一次体验，获得了一份

内容丰富的体质测试报告。在“运动处方”一栏，建议需要进

行蛋白质补充、多喝水。此外还有每天应锻炼多久，适宜使用

哪些锻炼方法等。除了运动处方，医生还给记者制定了一揽子

饮食方案，根据记者的口味设定最适宜的食物。最后，医生还

建议：在 3 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内，至少再来做一次体质复测，

看看在锻炼后体质的改善情况。

值得借鉴的“上海方案”

上海是全国最早步入老龄化的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深

的城市之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

市户籍人口 1471.16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518.12 万

人，占总人口的 35.2％；80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1.98 万人，

占总人口的 5.6％。根据预测，到 2030 年，上海户籍人口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户籍总人口的 40%，到 2040 至 2050 年，

年轻人同样面临着考验。7 月 11 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

市一名 30 岁的年轻人参加‘新冠派对’，结果感染病毒不幸死

亡。数据显示，随着美国重新开放经济，新增感染者中年轻人

比例越来越高。相比而言，中国的民众明显更注重个人防护。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王道副研究员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指出，“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提供更好的运动健康公共服务

设施和空间、开展健康宣教活动、制定完善的运动健康管理方案，

保障居民健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实际上，早在 2002 年，上海市体育局就推出了旨在免费为

社区居民监测体质、提供科学健身指导的“市民健康体质监测

站”。刚刚推出的时候，大众普遍对“体质监测”这一名词感

到陌生，误以为是体检的一种或者等同于体检。实际上，体质

监测与医学体检不同，它并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而是通过身

体形态、机能、素质等指标，对市民的体能、体质方面进行综

合考量，目的是帮助市民更好地了解自身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

明确努力方向，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体质监测站的基本测试项目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肺活量、

握力、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俯卧撑、1

分钟仰卧起坐、纵跳、台阶实验，部分监测站还配备骨密度、

动脉硬化、心脏压力、糖尿病早期风险评估等高端项目。对民

众了解自身身体体质健康状况，进行科学有效健身有很大的帮

助。目前，上海一共有 116 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和社区体质监

测站点为市民提供免费的体质监测服务，站点地址和服务时间

在上海市体育局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查询到。

2019 年年底，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市财政局推

出了“体质监测站”的升级版——智慧健康驿站。王道指出，

到2021年，上海要基本实现每个街镇至少有一家标准化智慧健康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