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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互联网健康管理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杭州希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每天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天瑞康健(福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忠、肖文辉、刘念、罗国华、邹艺蓉、曲典、徐跃、蒋建文。 

 

  



T/CHAA XXX—2024 

 III 

 

引    言 

 

0.1 总则 
 

健康管理服务是一种促进服务对象健康目标实现的管理服务。在服务的设计、交付中应结合质量

管理体系要求，围绕健康目标的达成采用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并对管理手段和方法进行持续改进。 

体检机构在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时，可能同时提供包括体检服务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促进服

务等其他健康服务。本文件规定了在健康体检机构中健康管理服务的有关要求，旨在帮助体检机构规

范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同时明确各项服务之间的服务边界和协同关系。 
 
0.2 与其他服务的关系 
 

本文件提出了体检机构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与包括体检服务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促进服

务等其他健康服务之间的协同、协作关系。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服务具体流程及与其他健康服务关系见

图 1。 

 

  
图 1 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服务流程及与其他健康服务关系示意图 

 
体检机构在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时，可将体检服务与健康管理服务整合后形成统一的服务约定；在

健康督导等环节，考虑与其他健康服务的衔接；在健康管理计划改进环节发现的改进机遇，宜应用于

体检服务的改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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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服务的服务原则、服务资源、服务设计、服务约定、服务交付、

评价与改进等方面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体检机构所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其他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机构可参照执行；本文

件也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体检机构健康管理服务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24620—2022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GB/T 40423—2021 健康信息学 健康体检基本内容与格式规范 

GB/T 42123—2022 个人健康设备通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16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健康管理 health management 
 

以维护个人和人群健康为目标，利用管理的手段调动个体、群体以及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

利用各种资源来达到最大健康效益的持续改进过程。 
注：健康管理的过程通常包括健康监测、健康评估及健康干预。 

 
3.2  
 

健康管理服务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为实现服务对象（3.5）的健康目标而设计和实施的系列活动或过程。 

注 1.通常，健康目标由服务提供者（3.3）根据服务对象（3.5）的健康需求，以服务约定的形式提出。 

注 2.通常，健康管理服务主要包括为服务对象（3.5）健康管理计划（3.7）的设计、督导以及持续改进。 
 
3.3  
 

服务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 
 

提供健康管理服务（3.2）的组织或个人。 

注：本文件所指的服务提供者特指提供健康管理服务（3.2）的体检机构。 
 
3.4   
 

服务资源 servic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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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者（3.3）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3.2）所配给的资料、环境、人力资源、信息以及其他

资源。 
 
3.5  
 

服务对象 service objects 
 

作为健康管理服务（3.2）终端用户的普通大众个体。 

[来源:GB/T 24620—2022，3.5，有修改] 
注：终端用户不必是服务的购买者。 

 
3.6  
 

服务方案 service programme 
 

服务提供者（3.3）制定的，规定健康管理服务（3.2）交付全部要求的文件。 
注：在具体的服务过程中，服务方案应由服务对象（3.5）进行确认。 

 
3.7  
 

健康管理计划 health management plan 
 

由服务提供者（3.3）为服务对象（3.5）制定，规定服务对象健康管理（3.2）具体活动或过程的

文件。 
注：健康管理计划是由服务对象（3.5）执行的，服务提供者（3.3）应对计划的执行进行督导及改进。 
 

 

4 服务原则 

 

4.1 有利健康 
 

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时，应把有利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服务设计、交付中，应科学、

全面地考虑服务对象的健康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全面地权衡利害得失，帮助选择健康受益最大、伤害

最小的服务方案；服务购买者与服务对象诉求出现不一致时，应遵循本原则进行服务设计及交付。 
 
4.2 保护隐私 
 

服务提供者在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时，应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健康隐私；在未经服务对象授权的情

况下，不得将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法律要求的除外。 
 
4.3 自我负责 
 

个人是自我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管理服务应以帮助服务对象进行自我健康管理为原则。在服

务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应采用积极的手段，调动服务对象的积极性主动管理自我健康，促进健康目标

的实现。 
 
4.4 服务协作 
 

服务提供者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时，应明确包括体检服务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促进服务等其

他健康服务的边界，并考虑其他服务对健康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关注不同服务之间的协同、协作。 
 
4.5 持续改进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习惯特征、服务效果、满意度等情况，从时间、经济、

舒适三方面持续不断地改进健康管理计划及服务方案。 

 

5 服务资源 

 

5.1 服务资质 
 



T/CHAA XXX—2024  

 3 

服务提供者应依法获得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批准执业许可，为从事健康体检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的

医疗机构，包括医疗机构内设的体检单元和独立设置的健康体检中心。 
 
5.2 服务方案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通过持续的研究、实践和总结，以文件形式建立标准化

的健康管理服务方案，并编制服务实施方案以指导服务交付。服务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健康信息采集方案； 

b) 服务目标； 

c) 服务策略； 

d) 包含督导频次、健康管理计划改进轮次等内容的服务执行计划； 

e) 服务预算； 

f) 风险和伦理条款。 
 
5.3 人力资源 
 

服务提供者应设置与健康管理服务相适应的人员，其中一般分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技术资质，其他人员应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

师、保健调理师等健康服务人员，以及其他服务支持人员。 
 
5.4 场地及设施设备 
 

服务提供者应具备以下场地及设备： 

a）办公场地：应有满足工作人员办公的独立房间，配备基础的办公设备，支持互联网接入； 

b）健康监测设备：根据服务方案（5.2）配置相关健康监测设备，并符合 GB/T 42123—2022 要求。 
 
5.5 信息系统 
 

服务提供者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或应用健康管理信息系统。系统应部署在互联网环境，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 

a）能存取各类型健康管理档案及健康数据； 

b）能实现常见慢性病风险评估和常见问卷量表算法； 

c）能通过自定义模板自动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创建管理计划并提醒执行； 

d）能实现不同类型的干预、随访、互动等服务内容； 

e）能汇总生成个人及团体的健康管理综合报告； 

f）能提供与服务团队互动的智能手机端程序； 

g）实现检前、检中和检后一体化管理。 
 
5.6 管理制度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健康管理服务管理体系，确保其实施和保持，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其中包括

但不限于： 

a）人员管理制度； 

b）服务设计管理制度； 

c）服务交付过程管理制度； 

d）评价及改进制度； 

e）投诉制度； 

f）安全保障制度； 

g）分包管理制度。 

 

6 服务设计 

 

6.1 服务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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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者应基于体检结果，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信息，对其健康做出分析和判断，明确服务对

象健康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时间、流程、健康管理重点、延伸服务、费用等。 
 
6.2 服务目标确定 
 

根据 6.1 结果，服务提供者应根据自身服务资源，与服务对象达成共识并确定服务目标。 
 
6.3 服务方案编制 
 

在体检后，服务提供者应根据与服务对象达成的健康目标共识，制定服务方案，服务方案应符合

5.2 要求。 

 

7 服务约定 

 

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在服务开始前，应以文件形式对服务方案进行确认，约定服务的交付形式、

流程、金额、双方责权、违约以及信息保密等内容；服务提供者在此基础之上提供服务，服务对象也

可以据此约定享受服务并维权。 

 

8 服务交付 
 

8.1 建立健康管理档案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服务对象健康管理档案。健康管理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个人基本信息； 

b) 既往病史、家族史、生活方式等既往健康信息； 

c) 体检结果记录； 

d) 就医用药记录； 

e) 健康管理计划； 

f) 健康管理计划的执行、督导、反馈及改进记录； 

g) 其他健康管理服务记录。 

健康管理档案信息应符合 GB/T 40423—2021要求，并与体检结果同步更新。服务提供者可利用信

息化手段完成档案的建立和管理。 
 
8.2 采集健康数据 
 
8.2.1  确定健康数据采集方案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与服务对象的约定，以及服务对象的健康情况，制定适宜的健康数据采集方案，

包括但不限于采集个人信息、家族史、既往史、现病史、生活方式，以及体检数据等信息。健康数据

采集方案制定宜利用信息系统编制。 
 
8.2.2  采集健康数据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确定的健康数据采集方案，结合体检服务过程，完成健康数据采集工作。 
 
8.3 健康评估 
 

服务提供者根据健康管理档案内容对服务对象进行健康评估。健康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健康状态：通过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维度评价整体健康水平； 

b) 健康风险：通过体检结果和个人健康信息预估未来慢性病患病概率； 

c) 医学评价：用于预判疾病风险或发展的临床医学指数、公式、评分表等； 

d) 其他评估：用于辅助健康管理的中医体质辨识、心理评测、生活方式评价等。 
 
8.4 制定健康管理计划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评估情况、服务目标、习惯特性及自身服务资源，设计用于服

务对象自我管理的健康管理计划。健康管理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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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健康管理目标； 

b) 不良生活习惯管理计划； 

c) 膳食营养管理计划； 

d) 身体运动管理计划； 

e) 心理自我调节管理计划； 

f) 健康监测等个人健康管理产品的使用计划； 

g) 定期体检计划； 

h) 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其他健康服务计划。 
 
8.5 健康管理督导 
 

服务提供者应组织人员对服务对象健康管理计划的执行进行督导，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进度提醒； 

b）正面引导； 

c）健康咨询； 

d）效果确认； 

e）问题收集； 

f）资源梳理； 

g）改进建议。 
 

 
8.6 效果评价及改进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跟踪情况对服务对象健康管理计划进行效果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改进健康管

理计划。 
 
8.7 其他健康服务的管理 
 

在健康管理服务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可能会提供其他健康服务，并与体检服务及健康管理服务同

时交付。服务提供者应对这些服务单独建立相关服务要求并进行管理。其他健康服务可能包括以下内

容： 

a）心理咨询服务； 

b）膳食营养服务； 

c）体育运动服务； 

d）养生保健服务； 

e）协助就医服务； 

f）健康保险服务； 

g) 健康管理涉及的其他服务。 

 

9 服务评价与改进 

 

9.1 服务监测与评价 
 

服务提供者应建立服务监控与评价制度，对服务进行定期监控与评价，判断服务对于服务目标需

求的满足程度。服务监测与评价内容应包括服务目标的达成、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9.2 服务评价结果与改进 
 

服务提供者应根据监控与评价结果改进健康管理服务，并可通过定期组织开展服务自评、二方评

价或第三方服务评价等方式促进健康管理服务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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