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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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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人健康管理系统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健康信息，为了实现一款安全、高效的个人健康管理系统，在充分考虑用

户实际需求的前提下，对该系统数据库进行了设计与实现；首先对系统数据库进行了全面的需求分析，然后进行概念结构设计，形成实

体联系 （Ｅ－Ｒ）图，并将 （Ｅ－Ｒ）图进行逻辑结构的转换，根据三范式的要求形成数据关系表，同时，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牺牲一定存

储空间的反范式操作，来换取更加快速的查询速度；通过上述方法，最终设计并实现了一款个人健康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能够满足个

人健康管理系统的实际开发需求，并且保证系统的查询运行效率，让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该系统对健康数据进行管理，达到

帮助用户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健康信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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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地提高，公众的健

康意识不断增强［１］。人们从以前的 “有病才治”的治病观念转

向为 “预防为主”的治疗 “未”病的方式［２３］，这种预防为主

的健康观念重点依赖于个人的健康管理［４］。

个人健康管理系统涉及大量健康信息的存储［５］，因此系统

数据库结构框架设计以及数据库的安全稳定与否，关系到系统

的运行速率和运行结果，是系统实现的重要环节［６］。本文重点

介绍了该健康管理系统数据库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实现的全部过

程，满足系统需求的同时对系统的查询速率进行了优化提升。

１　数据库设计的需求分析

健康信息管理系统是一类涉及流动数据种类多样、数目较

多的信息管理系统［７］。系统数据主要包括用户注册信息，成员

关系管理，各项健康数据，用户以及管理员对用户的健康管理

操作等模块。对系统数据库的需求分析大致如下：

①对注册用户进行档案管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的查询、

添加等，对用户和子用户之间的关联进行查询和统计操作。

②对健康信息进行管理，包括测量数值，测量时间，测量

地点，看护人员，管理维持情况等内容。

③对用户健康档案进行管理，包括用户基本信息，用户过

敏原，疾病史，家族遗传病史，体检结果等内容。

④对注册医生进行管理，包括医生个人信息，医生所在医

院，所属科室，医生与其负责板块的关系等内容。

⑤对注册用户进行的操作进行管理，包括管理员对用户健

康信息的改动 （增、删、改、查）以及用户自己对信息的改动

等操作内容。

⑥对注册用户与其所管理的家庭用户进行管理，包括二者

关系，内容公开程度等。

⑦对用户及其管理员的操作进行保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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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发前对数据库进行全面的需求分析，能够有效的减

少数据库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问题，和后续系统维护的

代价［８］。

２　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２１　数据库的概念结构设计

依照需求分析阶段的数据库需求，本文采用自下而上逐步

细化的设计方式［９］，将现实中的用户、数据、相互关系等具体

实物抽象为实体、属性、键等概念模型。

首先根据各自实物的对应关系形成不同的局部概念模型，

然后根据每个局部概念模型之间的关系，通过 “联系”将其整

合后形成整体系统实体联系 （Ｅ－Ｒ）图
［１０］。

图１　数据库Ｅ－Ｒ图

在图１数据库概念模型图中，将用户、健康信息和健康指

标作为实体，使用矩形框表示。每个实体具有他们的一些详细

说明即实体属性，例如用户实体有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

址等属性。对于两个有关联的实体之间的联系使用菱形与之相

连，例如数据库需要储存的健康信息有很多种，每一种信息实

体包含有测量时间、测量地点、看护人员等属性，而用户实体

跟健康信息实体通过测量这一关联相结合，而且每个用户会有

多次测量，形成１：狀的关系。同理 “用户”及其管理的子成

员可以通过 “管理”联系关联起来。每个子成员相当于是一个

小的独立系统里的 “用户”实体，也有对应的 “测量”联系。

另外，“测量指标”作为一个实体，拥有自己的属性，他与健

康信息依据一定的分析机制建立联系，健康信息依据分析机制

判定是否属于健康的指标，下阶段的任务实体根据判断机制这

个 “联系”与健康指标进行关联。局部实体联系模型分别建立

好以后，在充分考虑命名、属性、结构等是否冲突之后，将所

有的子实体联系模型汇合形成全局实体联系模型。

２２　数据库的逻辑结构设计

数据库概念设计得到的实体联系图是将用户的需求用抽象

的模型表达出来，而逻辑结构设计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抽象的概

念模型进行调整和优化［１１］，形成关系模型再进行设计准则的

规范后形成全局的逻辑结构［１２］。

将实体类型转换为关系模型。例如将 “用户”实体转换为

一个 “用户”关系结构，其中带下划线的属性为主属性，为该

实体列表的外键。

当多对多 （犿：狀）的联系转换时，需要在建立两个不同

的关系模式之后将其联系名作为关系模式名，并将各实体的关

键字的并集作为其关键字，如图３所示。

图２　实体类型与关系模型之间的转换示意图

图３　犿：狀联系的转换示意图

２３　数据库表的设计

本文系统数据库涉及数据表数量较多，部分结构类似，将

其分类大致分为：

①用户信息表 （用户信息表 ｄｂｏ．Ｌｏｇｉｎ、用户关系表

ｄｂｏ．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医 生 登 录 表 ｄｂｏ．Ｄｏｃｔｏｒ、 医 生 关 联 表

ｄｂｏ．Ｍａｎａｇｅｒ），如表１所示。

表１　用户注册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主键 允许空 描述

Ｕ＿Ｅｍａｉｌ ｎ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是 Ｎｏｔｎｕｌｌ 注册邮箱

Ｒｅａｌｎａｍｅ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真实姓名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用户名

ＵｓｅｒＰｗｄ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密码

ＬｏｇｉｎＬｏｃｋ ｂｉｔ 否 ｎｕｌｌ 登录锁定

Ｌｏｇｉｎｔｉｍｅ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否 ｎｕｌｌ 锁定时间

ＵｓｅｒＰｉｃ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用户头像

② 健 康 数 据 表 （体 重 表 ｄｂｏ．Ｗｅｉｇｈｔ、睡 眠 质 量 表

ｄｂｏ．ＨＳ、血压表 ｄｂｏ．ＢＰ、血糖表 ｄｂｏ．Ｇｌｕｃｏｓｅ、急诊档案

ｄｂｏ．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如表２所示。

表２　用户体重管理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主键 允许空 描述

ＩＤ ｉｎｔ 是 Ｎｏｔｎｕｌｌ 标识ＩＤ

Ｕ＿Ｅｍａｉｌ ｎ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注册邮箱

Ｒｅａｌｎａｍｅ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真实姓名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ｌｏａｔ 否 ｎｕｌｌ 体重值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ｌｏａｔ 否 ｎｕｌｌ 身高

Ｇｏａｌ ｆｌｏａｔ 否 ｎｕｌｌ 目标体重

Ｓｐｏｒｔ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ｍａｘ） 否 ｎｕｌｌ 运动情况描述

Ｃ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ｍａｘ） 否 ｎｕｌｌ 称重情况

Ｔｉｍｅ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否 ｎｕｌｌ 称重时间

Ｄｅｖｉｃｅ ｎ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使用仪器

③操作管理表 （操作记录表ｄｂｏ．Ａｃｔｉｏｎ）如表３所示。

表３　操作记录表

字段名 数据类型 主键 允许空 描述

ＩＤ ｉｎｔ 是 Ｎｏｔｎｕｌｌ 标识ＩＤ

Ｕ＿Ｅｍａｉｌ ｎ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注册邮箱

Ｕｓｅｒｎａｍｅ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用户名

Ｒｅａｌｎａｍｅ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真实姓名

Ｔｉｍｅ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否 ｎｕｌｌ 操作时间

Ｕｐｄ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 ｎｖａｒｃｈａｒ（５０） 否 ｎｕｌｌ 操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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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计每个表都设定有一个作为标识的主键列，多个表

之间使用外键相互关联，或者用级联的方式互相联系形成关系

型数据库。数据库中表间关系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据库关系图

３　数据库关系模型优化

本次设计按照第三范式 （３ＮＦ）来对数据项进行条件限

制［１３］，规定每个非关键字的列都独立于其他非关键字列同时

要依赖于关键字列，且数据库中不能存在传递函数依赖关

系［１４］，进行设计时，数据表的设计也要遵循低范式的一些要

求，例如每行每列只能有原子值，不能再对列元素进行分

解。按照范式规范后的数据库可以减少冗余，降低空间占

用率。

但是基于我们的系统功能需要，大量的数据表之间可能会

存在一些关联关系。当我们要求提高各个表的操作效率这一特

殊需求时，我们通过使用 “反范式”的方法，进行一些与范式

要求相反的操作，允许适当范围内的数据冗余，利用牺牲掉的

数据空间去换取更快的查询速度［１５］。

例如在本文网站数据库中包含的数据列表数量较多，注册

列表和健康信息表格之间的某些列重复，对Ｌｏｇｉｎ表与 （ＨＳ／

ＢＰ／Ｇｌｕｃｏｓｅ／Ｗｅｉｇｈｔ／Ｓｐｏｒｔ）这些健康信息分表分别采用级联

的方式，级联的目的在于删除或者更改Ｌｏｇｉｎ里的用户信息

（如Ｅｍａｉｌ、Ｕｓｅｒｎａｍｅ）的时候可以级联更新和删除健康信息

分表中的信息，这样破坏了范式中要求每个非关键字都是只包

含单一的值的原则，在健康信息表中添加了冗余的非关键字

列，但是增加了删除、添加和查找的速度，是比较有意义的反

规则做法。

４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根据用户需求对数据库储存数据的基

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包括需要包含的数据类型、数据大小等。

其次对数据库的概念模型进行了设计，绘制Ｅ－Ｒ关系图，然

后将其转换为更直观具体的逻辑模型。最后对类似的结构或者

功能将数据表进行了归纳分类和设计，整体满足３范式的要

求，为了增加数据库的运行速率，在数据表设计前期对各表做

了一些有意义的反范式操作，通过牺牲一定的数据空间来换取

更快速的查询速度。

本文最终设计并实现了一款个人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能

够有效的对用户的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健康数据进行存储和查

询，满足个人健康管理系统开发需求的，并且保证系统的查询

运行效率。使得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该系统对健康

数据进行管理，达到帮助用户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健康信息

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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