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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设计架构完善、生态链相对闭合的公共卫生防护互联网平台，完善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卫

生日常防护平台设计体系。方法 基于目标导向设计理论并进行优化，针对公共卫生防护用户具有的状

态及身份转换的可能，结合线上至线下（O2O）防护的行为特征，在用户研究需求提取过程中，将“用

户研究—建模—需求分析”优化为“用户研究—角色转换及行为分析—模型—需求分析”过程，并通过

框架构建、提炼优化、设计支持阶段进行设计研究。结果 细分未感染用户、疑似症状用户、确诊病例

3 大类用户群，识别传染源控制、传播途径干预、心理健康及社会稳定干预 3 类层级目标，分析 3 类用

户的身份转换可能，梳理日常防护、出现疑似症状、确诊、治愈的行为过程，确定线上与线下行为的触

点，提炼信息资讯、周边疫情、安全出行、医疗救助、疫情工具、心理疏导 6 大类用户需求；构建产品

需求池，考虑用户需求差异，确定产品需求优先级，设计定制化功能如首页小程序自定义，依据 GPS

定位、关注、收藏、个人车牌号等信息设计社区救助直通、防疫政策、交通管制信息推送等定向服务；

利用线框图定义产品框架并描述产品逻辑和交互方式，如针对信息资讯功能提炼吸顶悬停交互方式，探

讨面向社会大众的公共卫生日常防护平台设计。结论 利用目标导向的理论，针对公共卫生防护用户状

态及身份转换的特征，面向用户行为，为深入发掘用户需求和用户目标提供有利支持，该研究为未来国

内外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助力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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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ign a well-structured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Internet platform with a 

relatively closed ecological chain, and to improve the design system of public health daily protection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Goal-oriented design theory and search through user research, user modeling, requirements analysis, 

framework construction, refining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support six stages. Identify the targets of three user groups 

(uninfected users, suspected symptom users and confirmed cases), including infection source control, transmission route 

intervention,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stability intervention. By constructing virtual user model and designing typical story 

scenes, six categories of user needs are extracted, including information, surrounding epidemic situation, safe travel, 

medical assistance, epidemic tools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Building product requirement pool and determine it’s 

priority.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 of users' needs, customized functions are designed, such as home applet customization 

and information oriented push services such as community assistance direct, epidemic prevention policy, traffic control 

based on GPS positioning, attention, collection, personal license plate number and other information. Use wirefra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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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product framework such as tag navigation including home page, travel, rescue, mine. Select the important informa-

tion push service to describe the product logic in detail, refine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hovering on the ceiling for the in-

formation function, explore the design of public health daily protection platform for the public. Using the Goal-oriented 

theory,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user state an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riented to user behavior, 

to provide favorable support for the in-depth discovery of user needs and user goal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help and ref-

erence for fu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vents.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Goal-oriented design; user role; product requirement; interaction design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专家均曾发出警告，抗疫是

场持久战，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存。2019 年底，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暴发，该病毒传

染源隐蔽，传染途径多样化，临床症状差异性大[1-2]，

且病毒变异程度不可控，新型冠状肺炎尚无特效药

物，疫苗研发周期较长，加之人群普遍易感和群众的

恐慌情绪等因素，防控面临较大的困难，至今已影响

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3-4]，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

布其具有大流行特性，亚洲、欧洲、北美、南美相继

成为震中，继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首次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后，2020 年 5 月 1 日又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继

续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前期国内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在当今全球生态系统

持续恶化、人类与病毒的抗争持续且严峻的背景下，

社会大众的公共卫生的防护工作仍不可懈怠，严防境

外疫情输入和防控的常态化是未来国内疫情防控的

工作重点。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对全球的疫情防控和

经济的复苏起到重大作用，疫情暴发以来，国内采取

保持社交距离，限值居民出行等防疫举措展开应对，

调动各方资源，实施各类措施复工复产，保障国人正

常日常生活，其中“互联网＋”平台由于其受众广泛、

快速、高效、灵活等特征在抗击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

重要作用。 

1  现有疫情防护互联网平台特征及存在问

题分析 

1.1  现有疫情防控平台特征分析 

在此次由新冠肺炎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前，国内

外互联网平台在公共卫生防护方面的应用并未引起

重视，目前尚无成熟、完善的供社会大众日常使用的

公共卫生防护互联网平台。本次公共卫生事件暴发

后，国内外互联网平台从不同方面整合信息，助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各类平台纷纷推出“抗击肺炎”频

道或专题，开放小程序，推送疫情防治信息，提供助

力工具，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巨大的帮助[5-6]。

按照其产品功能及设计目标，国内社会大众常用的与

公共卫生防护相关的互联网平台主要可分为政府部 

门防控平台、日常通用型防护平台及特殊场所独立防

控平台 3 大类，各类平台的典型案例及主要产品功

能，见表 1。 

现有的疫情防控平台普遍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现有公共卫生防护产品的内容及功能具有强烈的原

生产品特征，关注垂直领域，针对性强，各类应用大

多基于自身优势，在原生产品系统基础上设计新的接

口，添加次级导航或页面推出针对性服务，具有灵活

高效的优点。第二，相对于 C 端（Consumer）用户，

现有公共卫生防护设计 B 端（Business）优势更明显，

尤其政府部门防控平台、特殊场所防控平台，2 类产

品设计突出 B 端的信息收集与甄别、全局追踪与管

理，日常防护型产品设计突出原生产品垂直领域优势。 

1.2  现有疫情防护平台存在问题 

现有的防护平台大多基于原生产品，灵活性高，

针对性强，同时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第一，公共卫生防控涉及面广、复杂性高，防护

目标多向并行，用户需求广泛复杂，产品功能需求多

样，但目前国内外防护平台多在原生产品基础上增加

与疫情相关的内容和功能，功能架构不完善，难以形

成闭合的公共卫生防护生态链，导致用户体验中断现

象多发。目前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国外部分

地区疫情形势放缓，国人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跨区

域流动，用户需要跨多个平台联合操作才能完成疫情

期间跨区域流通的信息获取和行为操作，如进出地区

防控政策查询、核酸检测定点机构预约、结果查询、

交通站点进出规定、社区报备、隔离举措查询等一系

列行为，给疫情期间跨区域流通的出行体验带来极大

不便，尤其对于疫情防控期间首次进行跨区域流通的

用户而言，信息获取渠道的未知性、多源化更是提高

了跨区域流程出行难度，造成用户体验的中断。 

第二，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是每个社会大众共同

的需求和责任，但现有的防护平台 B 端优势明显，或集

中于原生产品的垂直领域，而缺乏以 C 端用户为中心、

综合考虑用户日常防护行为与需求的综合性设计。 

构建面向社会大众的功能架构完善、数据信息多

部门互通、生态链相对闭合的公共卫生防护互联网平

台，将对提高社会大众的日常防护工作效率、准确性

和用户体验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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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各类公共卫生防控平台对比 
Tab.1  Contrast of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tform in China 

平台类型 典型平台举例 平台界面 主要产品功能 

政 府 部 门 防

控平台 

国务院客户端、各省市

地区发布的电子健康卡

类应用 

 

权威信息查询、国民健康信息收

集和跟新、疫情追踪提供、提供

全国通用的健康或同行凭证等 

日 常 通 用 型

防护平台 

多为现有 APP 为疫情防

护开发的新模块，如新

闻类 APP 的抗疫频道、

地图类 APP 的满载率查

询模块 

 

完善现有 APP 在防疫方向的功

能，如提供防疫咨询（今日头条

等）、为提高出行安全提供更多

依据（百度地图等）为使用者提

供更佳的体验 

特 殊 场 所 独

立防控平台 

医院、图书馆、餐厅等

人员聚集或封闭式聚集

场所的独立防疫平台 

 

预判用户是否符合进入该场所

条件、限流、疫情追踪等 

 

2  研究方法 

公共卫生防控的需要全体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

公共卫生用户群体类型多样，防护行为复杂、防护需

求各异。因此需要关注用户群体的认知特征和差异

化，深入挖掘用户需求，设计灵活、可定制的交互方

式。目标导向设计由“产品交互设计之父”艾伦·库

珀提出，旨在处理并满足用户的目标和动机，目标导

向设计是面向用户行为的设计，以研究、识别、满足

用户目标为主要目的，研究用户并将研究结果转化为

实际的设计方案，特别适用于用户群体复杂，需求差

异明显的产品设计。 

以目标为导向的设计过程包括用户研究、建模、需

求分析、框架构建、提炼优化、设计支持 6 个阶段[7-8]，

具体方法，见图 1。研究阶段主要通过调查、访谈等

多种方法获取用户定性数据和各层级目标；建模阶段

需依据前期研究构建虚拟用户角色模型，将用户具象 

化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9]；需求分析阶段，利用编写

典型场景让角色模型参与任务行为，定义用户、产品 
 

 
 

图 1  目标导向设计方法的基本步骤 
Fig.1  Basic steps of Goal-oriented desig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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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框架构建阶段利用设计图的方式将需求转化

为设计元素，构建基本交互框架[10]；提炼优化则关注

交互方式和视觉表达等细节，进一步提高用户体验；

设计支持需明确该设计在技术、数据等方向需要的技

术支持。 

目标导向法的核心优势在于识别用户目标及需

求分析，现阶段由 COVID-19 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具

有传染源隐蔽、人群普遍易感的特征，单一用户从医

学上可能存在由未感染—感染—治愈的过程，因此同

一用户的状态与身份存在可逆的转换过程，从而引起

用户目标、行为、需求在不同过程阶段中存在明显差

异。同时公共卫生防护涉及用户的线上行为与线下行

为，需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行为特征，确定合适的

O2O 触点，并将其转化为产品需求。因此在利用目标

导向法分析公共卫生防护平台交互设计时，对其基本

步骤与方法进行优化，将“用户研究—建模—需求分

析”优化为“用户研究—角色转换及行为分析—模型

—需求分析”，旨在研究不同用户群体行为特征及用

户身份转换时的线上、线下行为，从而深入挖掘用户

需求，探索合适的 O2O 触点，具体优化模型，见图 2。 
 

 
 

图 2  目标导向设计方法在研究公共卫生防护问题中的优化 
Fig.2  Optimization of Goal-oriented desig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public health prevention 

3  公共卫生防护平台设计研究 

3.1  公共卫生防护的平台用户研究 

公共卫生防护平台的研究以此次新冠肺炎引发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依据。根据《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按照感染状

态，用户可分为未感染用户、疑似症状用户、确诊病

例用户 3 大类。为建立典型的用户角色，获取具代表

性的用户数据，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入的用户访谈法和

文献查询法展开调研分析。 

用户访谈对象影响用户访谈的结果，选择访谈对

象是进行用户研究的重要步骤。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完

全消除，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链条上重要的一环，综

合考虑用户群体的典型性、疫情影响程度、社会影响、

被访谈人员表达能力等，本研究选择具备不同文化水

平、具备一定的平台操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学生

群体、社会工作者、已退休人员 3 类群体展开调研。

其中学生群体由于其复学环境的聚集性、接触人员的

复杂且不可控性、国内家庭对教育的重要程度等原因

成为疫情期间最受社会关注的重点群体之一；35~45

岁的社会各行业工作者是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中坚

力量，也是家庭成员中和外界接触较多，最容易暴露

于疫情环境的群体；已退休人员年龄较大、自身免疫

系统抵抗力较差，在家庭生活中经常担负婴幼儿看

护、购买食材等责任，其防护工作的贯彻程度影响家

庭的安危和幸福。本次用户访谈中未感染用户选择初

中、高中、大学生各 2 人，各行业工作职员快递小哥、

教师、互联网公司工作者、出版社行业工作者、出租

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各 1 人，65 岁以上已退休人员

男女各 2 人进行访谈，其中学生群体、社会各行业工

作者根据其复学、复工时间先后进行 2 次访谈；疑似

症状感染者根据本人社交圈内出现的疑似症状的患

者（有轻微发热症状），包括 1 名小学生（对其监护

人进行了访谈）和 1 名已退休老年人；对确诊病例用

户，受用户隐私保护限值及自身安全的考虑，利用文

献查询的方式进行用户分析，用户访谈统计见表 2。 

访谈内容包括：从疫情暴发至今，经历过哪些不

便，包括但不限于学习、工作、日常生活 3 个方面，

最为困扰和最常遇到的不便是哪些？在此期间使用 
 

表 2  用户访谈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user interviews 

用户类型 数量 职业 用户研究方式 访谈时间 

未感染用户 16 人 

学生（6 人） 

职员（6 人） 

已退休老年人（4 人）

面对面访谈 

面对面+电话访谈 

面对面访谈 

返校前、返校后 

复工前、复工后 

疫情期间 

疑似症状用户 2 人 
学生（1 人） 

已退休老年人（1 人）
电话访谈 

返校前、返校后 

复工前、复工后 

确诊病例用户 0 人 — 文献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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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哪些互联网平台，包括 APP、小程序、公众号、网

站等工具，有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解决起

来有困难，具体描述一下使用期间的问题和感受？疫

情初期有没有过担忧，主要针对哪些问题，自己是如

何缓解的？对目前疫情防控期方式、使用过的疫情防

护平台有什么样的期待？对疑似病例增加了出现疑

似症状后自己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此期间希望

得到怎样的帮助？疫情防控期间至今最想做的事情

是什么，做该件事情时最希望得到哪方面的帮助或最

期望的实施状态是什么样的？ 

根据用户访谈结果，降低自身感染风险、保证日

常生活便利是核心的目标导向，可从传播途径干预、

传染源控制、心理干预及社会稳定 3 个层次进行识

别：病毒传染性强，在无特效药及疫苗的情况下，加

强易感人群日常防护，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和病毒传染

率，是最有效的手段；若不幸感染，实现快速就医，

切断感染源，提高治愈率，隔离亲密接触者并进行医

学观察，做好疫情处理是防控的重点，用户目标层次

识别见图 3；疫情的迅速蔓延引发感染者和社会大众

的担忧，尤其面对陌生事物容易被谣言引导，同时各

地区的应急举措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日常生活，进而

影响民众情绪和心理健康，适当心理干预及维持社会

稳定措施也是公共卫生防控中的重要部分[11]。 

3.2  用户角色转换及行为分析 

公共卫生防护过程中，同一用户存在由未感染—

感染—治愈的不同医学状态及未感染—疑似—确诊

用户身份的可逆的转换，引起不同阶段用户防护目

标、行为差异。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武汉市卫健委

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

紧急通知》以来，武汉市、湖北省、北京市政府新闻

办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的相关新闻报道、确认病

例情况通报，北京市 6 月中旬由新发地暴发的二次疫

情后相关报道及国务院新闻办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救治进展情况，《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

皮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图 3  用户目标识别 
Fig.3  Recognition of user goals 

七版）》等，根据上述文献信息，分析了 3 类用户身

份转换时的防护行为，将其简化为日常防护、症状出

现、就诊前、就诊治疗、治疗后 5 个阶段，用户身份

转换及行为、触点分析见图 4，其中 C 端用户与线上

平台产生交互的触点涉及日常防护、就诊前、治疗后，

具体触点在图 4 中用虚线予以标识。 

3.3  用户角色模型 

作为 1 种勾画目标用户、联系用户诉求与设计方

案的有效工具，虚拟的用户角色模型将用户的每个具

体信息抽象成标签，利用这些标签将实际用户形象具

体化，帮助客户、设计、开发人员建立“同理心”，

便于理解用户需求。公共卫生防护使用场景多而复

杂，在进行用户角色模型构建和典型场景描述时均围

绕 3 大类用户中占比最多的未感染用户展开。该类用

户的防护目标和行为多为日常防护，但疑似病例用户

和确诊病例用户也有一定占比，依据用户访谈和文献

调查结果，本研究综合 3 大类用户信息，构建了使用目

前公共卫生防护产品的虚拟用户角色模型，用户角色

卡片见图 5，该角色模型涉及未感染-疑似症状用户 2

种状态，详细描述用户角色的基本信息、疫情防护现

状，使用现有互联网平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使用

痛点，通过细致的用户角色模型深度挖掘用户需求。 

3.4  公共卫生防护平台的需求定义 

需求定义包括用户需求和产品需求 2 个部分，用

户需求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是不可见的，需要利用调

研分析深入挖掘；产品需求是以用户需求驱动的产品

诉求，通常以定义产品功能的方式将产品需求的实例

化，是可见可感知的。 

3.4.1  用户需求定义 

目标导向设计是面向用户行为的设计，创建用户

故事和场景可以清楚地描述用户的希望与实现，它虽

不直接作用于用户目标，但能够映射用户需求，容易

获得用户对产品的期望，进而勾画出产品的不同的特

性和功能。依据用户角色模型，设计典型用户场景如下。 

1）王女士急需确认在北京疫情二次蔓延形势下

母亲的轻微发烧是否由感染新冠病毒所致，为尽可能

少地切断传播途径，王女士虽然心急如焚，未直接去

医院做检测以免对其他人造成交叉感染，王女士使用

各类搜索平台输入关键字，搜索查找该类情况如何处

理，但搜索结果大部分为广告，由于此前未处理过这

种情况，王女士有些摸不着头脑，花费了好长时间。 

2）王女士根据网上找到的建议，下载了新的医
疗 APP 进行网上问诊，医生结合母亲此前活动轨迹
和前一晚吹空调过多的情况，初步判定母亲感染肺炎
的情况较小，建议去医院做核酸检测。王女士利用搜
索网站、公众号获取当地核酸检测机构信息和预约方
式 ， 先 后 使 用 多 个 核 酸 检 测 医 院 的 微 信 公 众 号 和
APP，经过长时间的搜索和操作，最终在某一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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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上发现核酸检测当日有剩余号源，随即为母亲预

约核酸检测，但由于数据不互通，王女士错过了一家

位置更近且当日有号的核酸机构。 

3）王女士在地图平台上输入出行起始位置，查

看推荐方式及路线，结果发现部分公交仍未通行，王

女士选择某通行线路，发现出行时段公共交通满座率

较高，为尽量避免人员聚集，王女士乘坐网约车前往

医院。 

4）王女士母亲核酸结果为阴性，且体温恢复正

常并未复发，王女士决定为过几天的出差做准备，在

各大网站获取目的地近期确诊患者数量、活动轨迹、

现有新冠肺炎统计数据及趋势图等疫情状况，判断该

次出行风险，利用目前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目的地隔离

政策调查时，有些无从下手，咨询同事后利用多个网 
 

 
 

图 4  用户身份转换及行为、触点分析 
Fig.4  User identity conversion and o2o behavior and contact analysis 

 

 
 

图 5  用户角色卡片 
Fig.5  User model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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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微信公众号、打了多个电话才确定去往该地需要

核酸检测证明、需要向当地防控组织报备、并不需要

隔离，王女士在搜索网页上搜索核酸检测机构，下载

医院 APP 预约核酸检测，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花费

大量时间，差一点错过本次出差时间。 

根据用户角色模型、典型情景描述、3 类用户防

护行为分析，可将用户需求总结为 6 大类，见图 6。

第一，多源资讯获取：了解新冠病毒信息，疫情蔓延

现状趋势，抗击疫情最新进展，防护方法、各地区最

新防疫政策、特殊场所进出要求等，以做好日常防护、

出行准备措施。第二，周边实时疫情：识别周边实时

疫情现状，判别近距离出行安全性，准备相应的防护

措施。第三，安全出行：寻找交通管制及疫情未完全

控期长距离出行的有效方式，最佳线路，获取跨区域

和境外出行的必要信息。第四，医疗救助：疑似、确

诊症状的用户需要快速、有效的救治，未感染用户需

要相关专业咨询或检测。第五，疫情工具：需要相应

的助力工具帮助，如上报自己健康状态，监督周边异

常，简易判断自己是否接触确诊病人，为抗击疫情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第六，心理疏导：易感染人群

在疫情期间普遍紧张，疑似和确诊人员心理压力大，

需要一定的心理疏导。 

3.4.2  产品需求定义 

根据用户典型场景描述及 3 类用户身份转换中

的行为需求分析，可见公共卫生防护涉及线上行为与

线下行为，基于目标导向的公共卫生防护平台是涉及

线上到线下的 O2O 服务平台。以用户需求为驱动，

公共卫生防护平台的产品功能需求可分为疫情资讯、

周边疫情、安全出行、救治直通、小工具 5 个模块，

见图 6。第一，信息资讯模块：为用户推送各类公共

卫生防控资讯，包括各地区疫情实时数据及趋势；辟

谣信息；检测机构及预约链接、检测结果查询；最新

临床、科研防疫科研进展；复工复学信息；全球疫情

热点资讯等。第二，周边疫情模块：为用户提供所在

位置周边疫情实时情况，包括周边确诊病例位置、活

动轨迹、人群易聚集区提醒、其他位置周边疫情查询

等。第三，出行模块：提供跨区域和区域内交通管制

信息、基于大数据的选择最佳出行方式和最佳路线推 
 

 
 

图 6  用户需求分析 
Fig.6  User requirement analysis 

荐、公共交通实时满座率查询、境外出行指南信息等。

第四，救治直通模块：为用户尤其出现疑似症状的用

户提供社区救助直通电话服务、检测、门诊按号源或

床位就近预约、线上问诊、送药上门、心理健康咨询

等功能。第五，小工具模块：为用户提供疫情防控的

各类辅助功能，包括同乘查询、14 日行程查询、疫

情举报、个人每日向组织提交健康情况入口、物资定

向捐赠、治愈用户血浆捐赠、线上购物学习入口等。

第六，个人模块：为用户提供个人信息编辑管理，个

人业务查询，他人代办、接收平台定向推送消息等，

如个人检测预约记录查询及取消、检测结果消息提

醒、家庭住址周边疫情提醒、个人车牌号疫情期间交

通管制消息通知等。另外，还包括全局搜索功能。 

绝大部分平台为方便用户使用，贴合当前用户利

用碎片化时间处理问题的用户习惯，将移动端作为核

心载体，移动端界面尺寸有限，视觉展示在 IOS 平台

和 Android 平台均有其设计规范，因此将重要、紧急

的功能需求优先展示有助于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和

用户体验。这就需要明确产品众多需求的优先级，同

时产品需求优先级划分在实际商业应用中有助于平

衡企业在产品开发中的“目标”与“资源”，通常“目

标”为企业在当前阶段下为团队指定的明确的产品目

标，比如上线时间、日（月）活跃用户数量、留存率、

7 日留存率、分享率等等，“资源”则包括需求实现

过程中企业耗费的所有资源，如产品设计、开发、测

试成本、运营推广成本等。目前常用的产品优先级排

序方法包括经典的 KANO 模型、矩阵分析法（四象

限法则）、核心用户需求的优先（二八原则）、核心业

务的投入产出比 ROI 最大的需求优先、层级分析等

方法[12-15]。本次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功能架构完善，生

态链闭合的防疫平台，产品需求较多，同时以用户目

标为导向考虑用户需求的差异化的平台，因此采取核

心用户需求优先的二八原则进行产品优先级排序，二

八原则即产品的用户分为核心用户（可能 80%左右）

和边缘用户（可能 20%左右），核心用户需求优先的

原则。本研究中将产品的功能需求列举为需求池，将

未感染用户群作为平台的核心用户，利用前期用户访

谈结果、文献资料查询结合防疫期间政府策略方针、

进行优先级排序，按照使用频率、重要程度划分为

P1 至 P4 级，数字越小，优先级越高，需求池内的优

先级排序，见表 3。 

3.5  产品框架定义 

低保真线框图常被用来定义产品基本框架，线框

图整合产品需求，通过安排和选择界面元素将其转化

为产品界面，通过识别和定义核心导航系统整合导航

设计，采用放置和排列信息组成部分的优先级来整合

信息设计。流程图分为业务流程图、任务流程图、页

面流程图等，其目的是规划产品某功能实现的步骤，

需考虑用户使用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情景，分别设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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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产品需求池及其优先级排序 
Tab.3  Product requirement pool and its priority ranking 

产品模块 功能需求 需求细分 优先级

当地风险等级、防疫、隔离等实时政策信息 P1 

按行政区域获取政策实时信息（输入获取） P2 政策 

按行政区域获取实时风险等级划分（输入获取） P2 

防疫相关资讯：新闻报道、文章、视频等。 P2 

资讯 资讯按标签筛选：热点资讯、辟谣信息、国外疫情、临床科研防疫科研成果；复工

信息等 
P3 

所在地区实时疫情数据查询 

积累确诊、疑似、治愈、死亡数据及各类数据趋势分析 
P2 

数据 

按地区实时数据查询（全球范围） P3 

核酸检测机构推荐（按地理位置、按剩余号源） P1 
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机构查询 P2 

信息资讯 

推送 重大咨询首页活动运营推送 P1 

周边确诊病例 GPS 位置 P1 

3 km 距离提醒 P4 周边确诊 

病例活动轨迹介绍 P1 

周边人群聚集区提醒（按时段） P4 
易聚集区 

提供预约服务的易聚集区（如医院、图书馆等）预约入口链接 P3 

社区服务直通电话、定点隔离信息查询 P1 
周边救助 

周边定点发热门诊及预约服务 P1 

周边疫情 

其他地区 搜索，按地理位置其他位置周边疫情情况 P1 

线路规划 
最佳出行方式、路线推荐，参照出发地与目的地不同路线周边疫情、活动轨迹，满

座率，同乘信息推荐。 
P1 

满座率 公共交通满座率实时展示 P1 

当地交通管制信息，包括公共交通、私家车、车站、机场、码头等 P1 

境外出行指南信息 P3 交通信息 

跨区域流通时，提供目的地交通管制信息 P2 

近 7 日同乘显示，按时间 1 日，1~3 日，3~7 日，分颜色表示 P4 

出行模块 

同乘 
同乘查询 P1 

社区直通 社区防疫中心电话、线上交流 P1 

线上服务 线上问诊、送药上门 P3 

医院推荐 定点发热门诊推荐（参照地理位置、路况、剩余床位信息）及查询 P1 
救治直通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咨询 P4 

防疫工具 
包括为他人构建健康码、14 日个人活动轨迹查询、个人每日向组织提交健康情况、

同乘查询、疫情举报、物资定向捐赠、治愈用户血浆捐赠、线上购物学习入口 
P1 

小工具 

自定义 首页防疫小工具添加、删除、排序 P1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必填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选填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地

址、车牌号等 
P1 

个人健康码 P1 

14 日活动轨迹 P1 

个人预约记录及取消功能-核酸及其他救治 P1 

个人信息 

个人检查结果查询-核酸及其他相关医疗 P1 

家庭住址周边疫情提醒（家庭住址可编辑） P2 

个人车牌号疫情期间交通管制等信息（车牌号可编辑） P3 定向服务 

关注的其他地区周边疫情、车牌号提醒（可添加其他关注地区、车牌号信息） P4 

他人代办健康码 P1 

他人 14 日活动轨迹查询 P1 他人代办 

他人核酸预约及结果查询服务 P1 

个人中心 

消息 
关注后消息推送、预约服务消息、核酸结果、救治消息 

他人代办后的上述消息及异常信息 
P1 

全局搜索 搜索 
搜索功能，范围包括 APP 内信息、周边、出行、救治、个人模块内的所有信息和全

网相关信息，先后顺序及展示方式为先 APP 内搜索后全网搜索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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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最简流程，避免任务操作的中断，减少用户学习

和操作成本，提高产品的用户体验。由于本研究中

的任务操作较为简单，且全部说明篇幅过长，本研

究中仅对产品中主要的、特色的功能或交互设计进

行说明，利用页面流程图（仅展示主要页面）的形

式展示。 

依据产品需求及其优先级的划分，本次公共卫生

防疫一级导航设计分为“首页”“出行”“工具”和“我

的”4 个部分，页面元素及信息设计说明如下。 

首页模块包括优先级排序高的重大资讯活动推

送位、使用频率高的小程序、疫情大数据信息和疫情

资讯及全局搜索入口，见图 7。首页活动运营位置用

于推送重大资讯，若无此类资讯时该推送位不显示，

点击进入资讯详情页面。小程序区域支持用户自定义

添加、删除在首页显示的小程序，默认排序为健康码、

他人代办、风险等级查询、各地政策、救护直通、核

酸检测，点击即可进入该小程序页面。疫情大数据信

息在首页显示全国、本地、海外 3 个地区（点击标签

切换）统计的现有确诊、累计确诊、累计治愈、类似

死亡、较昨日增长和 4 类数据趋势图，同时说明数据

来源和统计截止时刻，点击右侧查看详情按钮，进入

疫情数据详情页。疫情资讯包括实时热点、权威辟谣、

本地热点、海外热点内容，采用横向标签导航。图中

列举了健康码和核酸检测小程序二级页面，健康码页

面默认调取最近一次展示的个人健康码，同时提供扫

码和历史健康码连接，便于用户快速调取和建立新的

健康码；核酸检测小程序默认按距离显示附近核酸机

构列表、仅显示有剩余号源按钮和搜索功能，列表内

容包括机构名称、距离、号源信息、预约按钮。 

出行页面整合周边、出行两个模块信息，见图 8。

默认显示当前位置周边地图、搜索栏，并根据地理位

置显示高风险提醒、周边近 14 日确诊病例到访位置、

3 km 警戒区、易聚集人员管制区。输入框搜索目的

地后，搜索结果页面（中间页面略）显示目地点分享、

周边、防疫政策、导航、路线标签按钮和基本信息如

具体位置、开始时段、人流量逐时信息（根据近 2 周

人流量数据统计）、其他信息如推荐、用户评论、出

入口、停车场，以及操作入口包括打关注、收藏、电

话、评论；对境外目的地，底部防疫政策按钮改为当

地疫情，点击进入当地疫情数据页，基本信息中添加

当地时间、天气信息和特别提醒信息模块，特别提醒

模块内容包括该位置所属国家、地区入境管制措施，

国家针对该位置所属国家的出行提醒说明等并突出

显示，还增加小工具包括实时翻译、图片翻译、汇率。

点击防疫政策按钮进入防疫政策详情页，该页面包括

该目的地进出要求、该目的地所属地区或街道/区县

的风险等级、隔离政策，防疫政策信息从各地本地宝、

国务院网站、各季政府相关网站抓取信息，若某条信

息抓取不到则该信息模块不显示，若全部抓取不到则

显示“暂无该目的地所属地区防疫政策信息”。点击

路线按钮进入路线页面，根据行政区域、距离、交通

状况、疫情期间交通限值，默认显示最佳出行方式和

该方式下的路线推荐，并对公共交通限制、车辆限号、

人流量信息实时更新显示。 

救护页面使用顶部标签导航划分为社区救护、核

酸检测、发热门诊 3 个页面，默认为社区救护页，见

图 9。社区救护页包含社区防疫电话信息、防疫电话

查询与添加、救护功能入口 3 个部分，社区防疫信息

依据用户家庭、工作、地理位置信息、我的关注，显

示社区名称与救助直通电话，信息来自各省市、社区

网站，依据手机 GPS 定位，当前所处位置的社区直

通电话位于第一个且高亮标识，支持用户搜索添加社

区直通电话至此处；救护功能包括在线问诊、送药上

门等，为第三方应用如微医、叮当快药等的链接。 
 

 
 

图 7  首页模块主要页面 
Fig.7  Main page of home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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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出行模块主要页面及流程 
Fig.8  Main pages and flow of travel module 

 

 
 

图 9  救护页面 
Fig.9  Rescue page 

核酸检测和发热门诊界面设计一致，内容与首页核酸

检测小程序二级页面一致。 

“我的”页面包括个人信息、我的业务、他人代

办、消息 4 部分功能。个人信息部分，姓名、身份证

号已经确认不可修改，在填写时有确认提醒；我的业

务部分包括个人健康码、14 日活动轨迹、预约记录、

检测结果，我的收藏、我的关注；他人代办可为多人

代办，点击代办列表进入该代办人的个人信息页；若

个人信息中的选填信息如车牌号未填写时，则无相应

的提醒消息；其他的主要页面设计，见图 10。 

3.6  设计提炼 

设计提炼是在产品主体架构定义完成后，对页面进

行功能逻辑、视觉表达、交互方式等的优化，以优化用

户体验的设计步骤。本研究主要针对公共卫生防疫平台

的交互设计，因此主要对功能逻辑、交互细节等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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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我的”模块主要页面及流程 
Fig.10  Main pages and flow of “my module” 

 

化，视觉表达在此文中未深入展开，此步骤可优化的细

节较多，在此以首页的部分细化提炼进行说明。 

首页活动为“重大资讯推送”的功能逻辑优化，

显示规则定义如下：时长定义为在平台发布后的 42 h；

同时推送的数量上限定义 2 条；重大资讯标题由运营

编辑，中英文字数不超过 25 字符，文字显示在多尺

寸界面适配显示，多尺寸界面中的图标、字号大小一

致，文字字数仅显示 1 行，超过则显示省略号。 

首页“信息资讯”的交互，见图 11，说明如下：

信息资讯标签在页面滚动时采用吸顶悬停式交互方

式，便于用户随时切换；资讯内容采取预加载方式，

以预防用户长时间刷新等待，每次加载 20 条资讯，

以防止加载时间过长和流量浪费；资讯内容按时间倒

序排列，每条资讯显示标题、来源与时间，对热门或

爆点新闻，采用标签、置顶的方式进行展示；资讯列

表存在文字、文字+图片、文字+视频的 3 类格式：（1）

文字格式，文字显示在多尺寸界面适配显示，多尺寸

界面中字号大小一致，文字字数最多显示 3 行，超过 

则显示省略号；（2）文字+图片格式，图片来源为完
整资讯中的第一张图，统一采用中心裁切 16∶9 的形
式显示缩率图，图片及间距在多尺寸界面等比显示，
文字部分的适配范围为除图片、间距外的尺寸，适配
规则同文字格式；（3）文字+视频格式：视频来源与
资讯内容，若资讯中视频数量超过 1 个，则显示第 1
个，完整视频界面 16∶9 的形式显示，若原视频非该
比例则填充黑色背景显示，视频非自动播放。 

3.7  设计支持 

公共卫生防护平台设计涉及数据抓取、LBS 服
务、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现有技术条件充分，
足以支持开发阶段的底层数据和框架建设。救治页面
“小助手”等功能可协调用户量大，活跃用户较多的
第三方接口实现，缩短开发时间，降低用户学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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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首页资讯部分交互实例 
Fig.11  Interactive examples of information part in home page 

 
该平台设计适用于 IOS、Android 两种系统，同时在
中、低、高、超高分辨率屏幕上进行适配。 

4  结语 

本次公共卫生防护平台的设计以目标导向法为
理论基础，关注用户认知特征和需求挖掘，构建具体
用户人物角色模型，设计典型情景，转化用户需求，
构建面向社会大众、功能架构完善、生态链闭合的公
共卫生日常防护平台，同时考虑用户需求的差异化，
提供针对性、可定制的个性服务功能，为目前及未来
应对公共卫生防控事件，构建公共卫生防护平台设计
提供思路和参考。 

作为国内尚未出现的综合性公共卫生日常防护
平台的交互设计探讨，本次研究在产品细节架构定
义、交互及视觉表达等方面存在数据依据不充分、考
虑不周全、表述不完整尤其次级页面及操作过程页面
缺失，完整页面流程图不完整等问题，随着国内外应
对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提升和交互设计理论发展与
实践的深入，公共卫生防护平台的交互设计将逐步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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