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智创新数智创新  变革未来变革未来

低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



1.  定义低风险人群的标准

2.  利用健康评估工具进行筛查

3.  评估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

4.  采用机器学习模型识别风险

5.  结合生物标志物进行预测

6.  分层医疗模式中的精准识别

7.  预防干预的靶向实施

8.  改善低风险人群的健康预后

Contents Page

目录页



 定义低风险人群的标准

低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低风险人群的精准识别



 定义低风险人群的标准

§ 主题名称：定义低风险人群的原则

1. 基于流行病学数据，考虑人群感染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指

标，确定人群的总体风险水平。

2. 评估个人健康状况，包括既往病史、免疫状态和生活方式等

因素，判断个体的易感性。

3. 综合考虑人群和个体的风险因素，结合流行病学模型，对人

群进行分层，确定低风险人群的范围。

§ 主题名称：健康状况的评估

1. 既往病史：评估是否存在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等慢性基础疾病，这些疾病可增加感染后重症和死亡的

风险。

2. 免疫状态：评估疫苗接种史和自然感染史，确定个体的免疫

保护水平，了解其对特定疾病的易感性。

3. 生活方式：评估吸烟、饮酒、饮食和锻炼等生活习惯，不良

的生活方式可损害免疫系统，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



 定义低风险人群的标准

1. 感染率：监测人群中特定疾病的新发病例数，衡量疾病传播的程度。

2. 发病率：监测患病人群中出现临床症状的比例，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3. 死亡率：监测患病人群中死亡的比例，反映疾病的致命性。这些指标有助于评估

人群的总体风险水平。

§ 主题名称：人群分层的依据

1. 年龄：不同年龄组人群感染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不同，老年人和儿童往往更脆弱。

2. 地域：不同地区人群感染风险可能存在差异，受疫情传播情况、人口密度和医疗

资源等因素影响。

3. 接触史：评估人群暴露于感染源的可能性，接触史阳性的个体风险较高。

§ 主题名称：流行病学指标的监测



 定义低风险人群的标准

§ 主题名称：动态风险评估的必要性

1. 疫情形势：疫情的传播态势和强度会影响人群的风险水平，需要及时调整低风险人群的定

义标准。

2. 病毒变异：病毒的变异可能会改变疾病的传播力和致病性，需要根据变异情况重新评估人

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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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健康评估工具进行筛查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种类

1. 常见健康评估工具包括问卷调查、身体检查和实验室检查，

涵盖疾病风险、生活方式和健康状态评估。

2. 问卷调查主要收集个人健康史、社会人口因素和行为方式信

息，简便易行。

3. 身体检查包括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心率等指标，可以客

观反映身体状况。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应用场景

1. 常用于健康体检、疾病筛查和指导健康行为，可识别潜在健

康问题并进行早期干预。

2. 适用于各种人群，包括低风险人群、高风险人群和特定疾病

人群。

3. 有利于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提高健康水平。



 利用健康评估工具进行筛查

§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可及性

1. 目前许多健康评估工具已通过网络、移动端等渠道提供，方

便快捷。

2. 部分工具由医疗机构、社区服务机构免费或低成本提供，提

高了可及性。

3. 自助健康评估工具的普及，让人们能够主动了解并管理自己

的健康状况。

§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有效性

1. 健康评估工具的有效性因具体工具而异，受设计质量、实施

方式和受众特征等因素影响。

2. 已有多项研究证实健康评估工具在识别疾病风险、促进健康

行为方面具有有效性。

3. 持续优化健康评估工具，提升其准确性和敏感性，是提高有

效性的重要方向。



 利用健康评估工具进行筛查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局限性

1. 自我报告偏差影响问卷调查的准确性，需要考虑加入激励机

制和客观验证手段。

2. 身体检查和实验室检查虽然客观，但受采样时间和方法等因

素影响，可能存在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

3. 健康评估工具仅提供评估结果，需要结合专业医生的判断和

建议，避免误解或过度解读。

主题名称：健康评估工具的发展趋势

1.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助力健康评估工具的精准性、个性化和

自动化。

2. 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与健康评估工具结合，实现实时健康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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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

§ 饮食

1. 均衡营养：遵循全谷物、水果、蔬菜、瘦肉蛋白和健康脂肪

为主的均衡饮食，可降低慢性病风险和改善心血管健康。

2. 限制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通常含有高

热量、高脂肪、高钠和低营养素，会增加肥胖和代谢综合征风

险。

3. 关注水果和蔬菜摄入：水果和蔬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可促进免疫系统健康，降低慢性病发病率。

§ 身体活动

1. 定期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

分钟的剧烈强度有氧运动，可改善心肺健康，增强肌肉力量，

降低肥胖风险。

2. 融入日常生活：将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中，例如步行或骑自行

车上班，爬楼梯代替乘电梯，与朋友或家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3. 久坐时间：限制久坐时间，每小时至少起身活动几分钟，可

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风险。



 评估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

§ 睡眠

1. 充足睡眠：成人每晚应获得7-9小时的优质睡眠，以促进身

体恢复，调节激素水平，并提高认知功能。

2. 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即使在周末，也要保持规律的就寝和起

床时间，可调节身体的自然睡眠-觉醒周期。

3. 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创造一个黑暗、安静、凉爽的睡眠环

境，消除干扰和促进放松。

§ 吸烟

1. 戒烟至关重要：吸烟是各种慢性病的主要可预防原因，包括

癌症、心脏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 戒烟支持：戒烟可以获得医疗专业人员的支持，包括戒烟药

物、戒烟小组和行为疗法。

3. 二手烟暴露：避免二手烟暴露，因为它与健康问题（如心脏

病和肺癌）增加有关。



 评估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

§ 饮酒

1. 适量饮酒：女性每天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一杯，男性不超过

两杯，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2. 避免酗酒：酗酒会增加肝脏疾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

3. 特殊人群戒酒：孕妇、计划怀孕的女性和有饮酒障碍病史的

人应避免饮酒。

§ 压力管理

1. 识别和管理压力源：识别压力源并制定应对策略，例如锻炼、

冥想或与支持系统交谈。

2. 健康压力管理技巧：学习健康压力管理技巧，例如正念训练、

渐进式肌肉放松和腹式呼吸。

3. 寻求专业帮助：如果压力难以管理，请不要犹豫，寻求心理

健康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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