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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的平衡之道
阅读提示：据分析机构 Canalys数据，2024年，全

球可穿戴腕带设备市场实现稳步增长，出货量达 1.93

亿部，同比增长 4%。2024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可

穿戴腕带设备市场，出货量占全球 30%，同比增长

20%。在“国补”政策的推动下，智能手表和手环销量

明显提升。调研机构 IDC数据也显示，2024年中国智

能腕戴设备线上销量突破 3000万台，同比增长 23%。

然而，技术便利性提升的同时，过度依赖引发的“健康焦

虑”与数据误判风险逐渐显现。如何在技术便利性与用户自

主把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话题。

技术便利性：
智能手表的健康监测优势
智能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涵盖的范围

十分广泛，诸如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已成

为大多数智能手表的标配。不仅如此，智能

手表还在不断探索更多进阶功能。例如，实

时监测用户的心率变化，并在异常情况下发

出警告；通过分析用户的日常行为数据，预

测精神疾病等。

智能手表与医疗领域的合作结出硕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郭豫涛说，与企

业一同探讨心脏健康研究是一项使用智能

穿戴设备进行主动健康管理探索的研究，做

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基于 PPG技术（光电容

积描记技术）准确筛查房颤，为房颤诊疗前

移创造可能。但对临床医生而言，利用可信

任穿戴设备对患者进行更好的全方位管理

才是最终目的。

IDC中国研究总监潘雪菲表示，老年群

体对慢病和用药管理需求更明显，并且更多

情况下自身不是决策购买者，而是由子女代

替选择购买。

来自北京的用户周先生说：“出于对身

体健康的考虑，子女为我购买了一块智能手

表，经过一段时间的佩戴，手表血压数值显

示异常，尽管不太相信血压数值，我还是第

一时间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证实确实是高

血压。”实地采访中，像周先生这样通过佩戴

智能手表，发现身体存在问题并及时就诊的

用户还有很多。

争议与风险：
过度依赖与数据误判
虽然智能手表在某些特定功能监测方

面表现出色，但过度依赖也带来了不少负面

效应。比如将正常的心率波动误认为是心脏

病发作，从而陷入不必要的恐慌。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刘靖曾在采访

中表示，对医生而言，可穿戴设备最大的意义

在于能够记录连续、动态的生理数据，特别是

在身体出现异常时，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心电

记录。医学界普遍认为，智能手表的数据只能

作为初步参考，并非专业的医学诊断。

智能穿戴设备随技术更新发展迅速，但

产品的测量精度、传感器能力、算法水平仍

参差不齐。相关领域专家指出，大量未经专

业校验、认证的手环、手表等智能可穿戴设

备充斥市场，提供的血压等参数不准确，易

引发患者不适当就诊、焦虑等一系列问题，

给临床带来一定困扰。

目前，在购物平台上，智能手表少则几

十元，多则上百上千元，均写有提供运动健

康监测功能。消费者应当如何选择此类腕上

智能设备呢？

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董桂官介绍，目前市场上智能手表的生

产大部分采用代工，其质量取决于品牌方的

要求和制造商的能力。他说：“在购买智能手

表时，应尽量选择大品牌，未经市场认证的

品牌会造成数据不准或误判的概率更高，其

发出的错误警报可能会导致用户接受不必

要的医疗干预，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

对用户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

此外，用户健康数据的隐私安全问题也

不容忽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就如同个人

的“数字资产”，一旦泄露，可能会被不法分

子利用，给用户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平衡之道：
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向奔赴
面对上述问题，企业和医疗机构积极参

与行动，共同探索解决方案。

据悉，多家品牌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攻

克技术难题，推动医疗级功能的研发进程，

申请了大量与健康监测相关的专利。医疗机

构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智能手表的价值，开始

将可穿戴设备收集的数据整合到慢性病管

理试点项目中。

日前，华为 WATCH D2获得了国家二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属于政策规定可用个人

账户支付的“医疗器械”，可以用医保个人账

户中的钱购买。

电子消费品国补政策也让更多消费者受

益，记者在京东购物平台上购买任意一款智

能手表时，通过领取智能手表补贴，可以享受

15%优惠。一款智能手表，以往 2499元的售

价，通过国家补贴优惠，可以 2124.15元购买。

目前智能手表市场仍存在监管空白，缺

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导致一些非认证设备肆

意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不同品牌、不同操

作系统的可穿戴设备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

和接口，也困扰应用开发者。

董桂官表示，强化可穿戴电子领域的标

准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统一标准

可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为消费者

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强化隐私保护与合

规；另一方面，标准化数据格式有助于医疗

机构、健康平台、保险行业的数据互通，推动

健康管理生态发展。另外，统一标准可以降

低技术门槛、促进产品互联互通、推动厂商

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助

力产业健康发展。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也迫在眉睫。董桂官

说，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正在开展可

穿戴电子领域的标准体系制定和国家标准

起草工作。

要实现技术便利性与用户自主权的平

衡，用户要清晰地认识到智能手表在健康管

理中的定位，它只是一款辅助工具，不能替

代专业的医疗诊断。为了帮助用户理性看待

监测数据，避免陷入健康焦虑，还可以引入

心理干预机制。

企业、用户和医疗机构需要携手合作，

构建“技术辅助 +专业指导”的健康管理模

式。董桂官表示，企业要提升技术水平，确保

数据的精准和安全性；用户要理性看待智能

手表的监测数据；医疗机构要充分挖掘智能

手表数据的价值，为用户提供更精准、贴心

的健康服务。只有这样，用户才能在享受技

术带来便利的同时，牢牢把握健康自主权，

让智能手表真正成为守护健康的得力助手，

而非焦虑源头。 来源：新华社

你以为的“菜鸟”
可能真的不菜

自然界的演化“怪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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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充电”法：

上班族快速恢复元气的秘诀

这些蔬菜不能放在冰箱里

商业太空旅游从科幻走进现实
太空平民化还有多远？

飞絮 +花粉“混合双飞”
我们应该如何呼吸？

朔州市大医院影像科

承办医师协会
放射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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