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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以白领人群为目标群体袁 结合用户调研和现有一些运动类和健康饮食类移动端产

品的分析袁通过将运动信息记录分析功能与食品信息推荐功能相结合袁设计出一套满足白领

人群运动和饮食需求的移动端互联网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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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e white-collar crowd as the subject and based on the client investig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some mobile end products for exercise and healthy diet, the author integrates the function of exercise informa-

tion recording and analysis with the function of food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and designs a set of mobile

internet products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white-collar crowd for exercise and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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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冶遥而当今社会袁人们的生

活节奏变快袁工作压力增大袁对白领人群来说袁这是对生

存能力的考验袁 因此需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赋予更多的关

注[1]遥 白领人群中普遍存在缺乏科学运动尧不良饮食的现

象袁极大地危害着身体健康袁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和健

康生活方式的建立 [2]遥 针对这一社会问题袁思考如何形成

良好的运动意识与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尤为重要 [3-4]遥 运

动与饮食是密不可分的 [5]袁运动是人体消耗能量的主要

方式袁而饮食则是人体从外界摄取能量的主要途径袁健康

的生活习惯离不开运动与饮食的平衡关系遥 通过前期的

现象观察尧问卷调查尧用户访谈等袁梳理白领人群运动与

饮食方面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袁用有效的产品设计袁
科学合理地对运动和饮食进行辅助管理袁 并将运动数据

和饮食信息可视化呈现袁 让用户更直观地感受个人健康

数据袁 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饮食搭配建议和餐品配送

服务遥

很多白领们的饮食不规律袁经常久坐尧加班尧熬夜袁工

作压力大的时候有时用暴饮暴食来缓解袁 导致体型臃肿遥
白领人群体以减肥塑形为目的袁想要在工作之余的时间进

行一些运动袁 又苦于没有科学的指导和坚持锻炼的毅力袁
以及对运动项目的选择和时间上的把握没有针对性的管

理袁所以有一部分人会去健身房办卡运动袁一部分只是做

跑步等较轻量的运动来减肥袁但是在运动的同时袁他们可

能不太注意饮食的合理配合袁导致运动锻炼的效果没有预

期的好袁相反袁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加上不合理的运动计划

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慢性损害遥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在饭后马

上去运动袁而导致肠胃病的发生袁有的急于减肥而不吃饭袁
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使得运动对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

伤害遥 因此他们在运动的同时袁更加需要完善自己的饮食

计划袁才能科学合理高效地完成自己的目标遥 另一部分人

则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饮食要求袁 通常是因为减肥等原

因袁而忽略了运动的重要性遥 这一部分人往往会因为缺乏

适当的运动而导致体能不足袁精神状态不佳袁使得健康膳

食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遥 事实上单纯把运动做好袁或是单

纯地做好膳食搭配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袁正如运动营

养师和注册营养师温迪窑马丁森所提出的运动与饮食平衡

关系袁运动的同时也需要注重良好的饮食习惯从而获得最

佳的健身效果遥

中国当代白领人群的体育运动与饮食管理移动端产品设计

4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6年 第 37卷 第 5期

白领人群大多为公司的员工袁 从事各种脑力活动袁面
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袁生活节奏较快袁因此效

率是白领人群最关注的问题遥而健康的身体状况是提高工

作效率的基础袁为了高效地改善自身身体条件袁白领人群

也越来越多地重视自己的健身计划与饮食安排的 野高效

性冶遥为了更好的了解白领人群袁本文针对白领人群的饮食

和运动习惯进行了随机的采访调查袁调查情况示例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用户调研记录

由调研分析可以见袁 白领群体不是专业的运动员袁缺
乏系统尧科学尧合理的运动饮食搭配意识遥 比如袁在运动的

同时又节食袁对身体损害较大曰没有辅助管理袁对运动很难

持之以恒曰不知道如何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运动袁并且根

据运动消耗数据对饮食搭配进行指导曰对运动消耗的卡路

里和食物营养摄入之间缺乏准确且直观的认知曰很难在运

动前后很好补充健康合适的食物曰上班时间自己不能制作

食物袁公司附近很难买到配合运动的健康午餐遥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袁白领人群对移动端应用程序的

接受能力较强袁对各种移动端应用软件渊APP冤的使用率较

高遥 市面上已经有很多针对运动与饮食管理的移动端产

品袁我们不难发现市场上现有的移动端产品往往只针对运

动或饮食的一个方面遥例如运动数据记录尧运动教学等袁饮
食类的产品则更是多元丰富袁从养生到菜品教程袁但鲜有

能依据个人现有的数据袁将运动的消耗与饮食摄入紧密结

合来引导用户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产品袁更鲜有菜品制

作配送这种便捷性服务了遥下面将针对运动类移动端产品

和健康饮食类移动端产品的现状进行分析遥

乐动力是一款健身管理软件袁其界面设计简洁袁功能

丰富遥启动软件后的第一个界面是计步与热量消耗统计界

面遥 从该界面袁用户可以直观地获得当天的行走步数和消

耗的热量值遥 在此界面中袁软件还会为用户提供所在城市

当天的空气质量信息袁方便用户根据空气状况调整室外运

动项目安排遥 当用户开始使用该软件进行运动情况记录

时袁需要点击该界面底部野+冶添加并选择野开始跑步冶来进

入记录界面袁随后要选择运动类型袁即院步行尧跑步尧骑自

行车才能开始记录遥 记录界面中包含地图信息尧运动路线

以及时间尧距离尧速度数据和所消耗热量等信息遥用户可通

过水平滑动结束按钮以结束当前的记录袁采用滑动按键结

束的方式极大地避免了误触的可能遥 但是该软件的计步功

能一直处于后台运行状态袁 这不可避免地会消耗掉手机电

量袁占用极大的手机内存袁并且计步信息一直显示在状态栏

也给部分用户带来困扰袁无奈只能通过手动关闭该功能袁这
使得使用体验不佳遥 乐动力软件的另外两个界面都与社交

功能相关袁其中一个界面中包含 QQ尧微信等好友记步排行

榜功能曰另一个包含各种运动圈子的相关信息袁这种类似的

社交功能在很多应用软件中都被引入袁 在充分地满足人们

的社交需求的同时袁也起到有效激励用户的作用遥

野Nike+冶同样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健身类软件袁具有数

据统计尧社交与比拼挑战以及训练计划参考的功能袁同时

还有 Nike 产品商店可供用户选择运动商品遥 启动软件后袁
其主界面也是总运动量记录界面袁整个界面以简洁尧扁平

化的设计风格为主袁可以显示跑步距离尧运动时间等信息袁
同时界面的背景颜色会随着运动量达到不同程度而变换

颜色袁给用户以更加直观的视觉感受遥 用户点击底部的开

始按钮袁开始运动数据的记录遥 用户第一次使用该软件前

需要登记个人信息袁包括身高尧体重等资料袁进入记录功能

后用户选择运动类型尧音乐播放等自定义选项袁然后就可

以直接开始跑步了遥

咕咚具有与微信类似的界面袁用户使用时花费的学习

成本较少袁操作不难遥 主界面由 4 个部分组成袁分别是野运
动冶野发现冶野消息冶和野我冶遥 在野运动冶冶子菜单下袁用户可以

选择并设置自己运动的规划袁同时该界面还可以实时更新

地图信息尧轨迹尧历史记录袁不仅有 GPS 信号强度袁还有空

气质量检测等信息袁点击野开始跑步冶袁倒数 3 s 即开始记

录袁因此这款软件也是进入记录运动状态较快的遥 并且贴

心地在下拉操作中袁通过反馈野完成冶和野暂停冶选项可以

防误触遥 终止记录时立刻将运动数据保存到云端袁同时也

可以编辑 [6]遥
经过分析现有多数运动 APP袁功能较集中院计步为主尧

数据计录尧实时轨迹尧空气质量尧社交等遥 但是运动的数据

采集后袁仅是提供了朋友圈排名类似的功能袁没有很好把

这些数据利用到人体健康管理方面遥另外袁比较好的一点袁
野Nike+冶中自家产品商店的引入是可以借鉴的模式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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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这一场景袁挖掘用户深层的需求袁无形中提高了用户

粘性袁将线下的商品和运动记录的移动端结合形成一个比

较完善的服务体系遥 本文将 3 款运动类 APP 的核心亮点尧
交互体验特点以及全点总结如下袁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运动移动端产品分析表

过日子是一款集体质测试尧食材推送尧食谱推送尧野早
餐摇一摇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健康饮食类 APP遥 软件通

过中医体质测试获取用户的身体状况信息袁并为用户推荐

食谱及健康生活建议遥 在主要的几大功能中袁体质测试功

能通过用户调查问卷的形式袁 测试出用户的体质信息袁并
为用户的体质情况提供详细的介绍和解释袁帮助用户更好

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遥食材推荐功能主要通过分析用户

的体质情况与当前所处的季节等信息袁为用户推荐每日的

食材袁并介绍食材的性质是否符合用户的体质遥 食谱推荐

功能是一个与淘宝电商关联的功能袁在为用户图鉴食谱的

同时提供购买链接袁 方便用户简单快捷地购买所需食材遥
野早餐摇一摇冶功能使用户通过摇一摇手机的方式袁有趣地

找到自己的三餐食单袁交互方式有趣高效遥 野健康习惯冶功
能通过为用户提供任务选项袁鼓励用户按时完成系统给出

的任务以帮助用户逐渐形成健康的行为习惯遥野太医诊脉冶
功能主要是为用户提供健康方面的答疑袁用户可以在此功

能下搜索常见的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 [7]遥

野三全鲜食冶是一款官方应用软件袁可以供用户随时随

地地订餐袁预约一周食谱袁而且可以实现匿名赠送功能袁是
一款为高尖端白领人群制作的专属 APP遥

野三全鲜食冶的运营模式比较特别袁其包括手机 APP尧
智能贩卖机与 野中央厨房冶3 个部分遥 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浏览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并购买袁系统会为用户提

供一个取餐码袁用户凭取餐码在附近的自动贩卖机直接获

取盒饭袁而野中央厨房冶主要负责盒饭的制作遥 野三全鲜食冶
为白领上班族提供了一个高效快速的购餐渠道遥

Zipongo渊iOS冤是一款帮助用户规划他们的菜谱袁选择

健康的食材的 APP袁其主要的功能是为用户推荐健康的食

材并帮助就近找到食材的购买地址袁通过利用当地店铺和

超市的商品数据为用户找到价格优惠的食材袁使用此应用

可以节省健康饮食的费用遥 在首次使用时袁用户需要填写

个人信息袁系统根据个人信息为用户推荐个性化定制的健

康饮食计划袁并通过可视化的界面让用户了解食材的营养

成分配比等信息遥Zipongo 的软件界面如图 2 所示袁页面布

局简单明了袁野Details冶页面会为用户提供详细的食品营养

信息袁 方便用户更好地了解自己每日所摄入的营养成分袁
从而更合理地都安排自己的饮食计划遥 野Meals冶页面为用

户提供菜品推荐袁通过图像吸引用户购买食品遥

图 2 Zipongo 软件界面示意图

Figure 2 Zipongo Software Interface

通过以上 3 种健康饮食类移动端产品的分析袁可以看

出袁 健康饮食类 APP 主要以新颖的菜品推荐和准确的食

物营养信息来吸引客户袁对用户的饮食需求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袁但是同大多运动类 APP 相似袁过分地针对食品信息

导致对用户个性化需求的针对性不足袁同时忽略了运动与

饮食的合理搭配问题遥该类软件推荐的饮食安排往往不能

很好地匹配用户的运动计划袁容易为用户提供错误的饮食

指导而影响用户的身体健康遥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食品

和健康领域教授 Mike Gibney 曾经说过袁食品行业创新的

未来在于帮助人们获取健康饮食的服务 , 而非生产健康食

品本身遥 健康的饮食是很多人都关注并追求的袁若是用户

产品 

名称 

核心和亮点 交互和体验 缺点 

乐动力 1.记步、热量、空气、

社交； 

2.选择步行、跑步、骑

车，开始记录，显示运

动轨迹和仪表。 

防误触，操作

步骤较简洁，

数据保存询

问。 

1.无需打开即可记录

步数是常驻后台，耗

电占内存； 

2.运动数据出排名显

示，并未很好利用； 

3.除记步，添加运动

部分只能记录开始时

间和运动时间； 

4. 社交功能意义不

大。 

Nike+ 1.数据统计、好友、挑

战、训练计划、Nike

自家产品商店； 

2.首次填资料，可进入

可选跑步类型、室内

外、屏幕显示方向、音

乐播放、开始跑步。 

简介扁平化

设计，不同距

离背景颜色

改变，地图、

轨迹左角标，

也防误触，圆

环式解锁。 

1.定位反应慢； 

2.解锁及结束等操作

不简化； 

3.只能记步，较单一。 

咕咚 1.运动、发现、消息和

我； 

2.支持搜索附近朋友，

发起运动和竞赛，实时

地图、运动轨迹、历史

记录、空气质量、运动

类型； 

3.数据云端实时同步。 

界面和微信

类似减少认

知障碍，上手

难度较低，也

防误触常用

功能快速切

换。 

1.UI 不够特色； 

2. 不能自行添加数

据，除非配有配件，

否则室内健身跑步机

的运动无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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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根据个人运动的数据袁 学习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饮食搭

配袁将会长久受益遥如果在健康的饮食与合理的运动之间搭

建一座桥梁袁使这两者很好的协调和配合袁将会事半功倍遥
对 3 种健康饮食类移动端产品的分析总结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健康饮食移动端产品分析表

为了准确地定位运动与健康饮食类 APP 的用户群

体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普查袁分别对 100 位男性

与 100 位女性白领的年龄以及他们对运动类和健康饮食

类 APP 的关注程度袁调查结果如图 3 所示遥

图 3 不同年龄段的白领对运动和饮食关注情况

通过对调研中发放的 200 份问卷的整理袁 结果显示袁

由于对工作压力的排解和身体健康的关注袁24~30 岁白领

人群使用运动和健康饮食类 APP 占很大比重袁 占总调查

人数的 75%袁 因此可以确定对健康和饮食健康类 APP 关

注最多的是白领人群遥 该类人群对手机 APP 的使用率较

高袁因为工作和生活需要袁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关

注袁且大部分白领有健身或者饮食方面的计划遥同时袁从调

查结果还可以看出袁100 位被调查的女性中袁 有 66.67%的

人对该类 APP 抱有很高的关注度遥 证明白领人群中袁女性

用户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方面的关注度更高遥 综上所述袁健
康类和饮食类手机 APP 的主要使用群体为女性白领袁其
次为男性白领遥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用户对运动与饮食方面的需求和

信息获取的渠道袁笔者进行了随机的调查采访袁调查结果

如图 4尧5 所示遥

图 4 用户获取运动健身信息的渠道调查统计图

图 5 用户获取饮食信息的渠道调查统计图

根据调研数据可以得出院54.17%的用户通过网站寻找

运动信息袁另外分别有 37.50%和 33.33％的用户通过运动

类 APP 和其他社交软件获取运动信息遥 此外袁用户获取饮

食相关信息的渠道也各不相同袁 通过调查发现院85.7%的

用户表示不关心饮食搭配袁 饮食安排比较随意袁 另外有

8.33%的用户根据健身教练的推荐搭配饮食袁4.17%的用

户会自己在网上搜索营养膳食的信息遥 综合以上调查结

果袁可以判断出袁白领寻找有关运动与饮食类相关信息的

渠道较为零散袁尤其是饮食方面的信息获取袁大多数白领

缺少对饮食的关注袁 缺乏合理饮食搭配的意识和科学指

导遥 经调查袁很少有白领在同一信息平台上寻找有关运动

和饮食相关的信息袁 而跨平台获取这些信息存在很多弊

端袁 会造成有运动习惯的白领饮食搭配往往并不合理袁而
懂得膳食的人袁却是存在运动习惯不佳尧缺少有针对性的

健身管理的问题遥其次袁跨平台会给用户带来很多困扰遥阻
碍用户高效袁 便捷地获取所需信息的原因通常有如下几

产品 

名称 

核心和亮点 交互和体验 缺点 

过日子 1.中医体质测试定

制个人饮食生活； 

2.食材、食谱推送

并推荐购买食材、

三餐食单推送； 

3.做任务养成健康

习惯； 

4.摇食单； 

5.与家人共享。 

1. 家人饮食

健康的软件； 

2. 用户反馈

做得好； 

3. 还需要持

久的抓住用

户关注度。 

1.专业性，测试体质的

可靠性，食材介绍的可

靠性； 

2.推送不精准（主要体

质推送，还要自己筛选

倾向体质食材）； 

三全鲜食 1. 手 机 预 定

+FUNBOX 智 能

午饭贩卖机+中央

厨房。 

1. 抓住午餐

是白领比较

大的痛点； 

2. 线下线上

配合问题，网

上配合问题，

网上预定柜

机出不来餐。 

1.贩售机铺设不急预

期； 

2.O2O 闭环模式降低扩

张速度； 

3.重口难调，品类单一； 

4.保鲜问题； 

5.仅是为白领提供便利

和相对安全的食物，并

未涉及根据身体条件配

餐。 

Zipongo 1.规划用户菜谱； 

2.根据超市数据找

健康食材。 

1. 个性化饮

食计划； 

2. 菜品营养

配比，对饮食

可视量化。 

1.根据问卷提供膳食计

划，营养配比，不够准

确科学； 

2.国内尚未开发。 

 
随便吃吃 教练推荐的食物 网上查饮食菜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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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文野3.1 节冶对用户群体的定位袁为了更好地了

解白领人群生活中的运动与饮食行为袁对大部分白领人群

的生活作息时间进行了模拟袁模拟结果如图 8 所示[8-9]遥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袁 白领一般在早上 7:30 左右吃

简单的早餐袁8:00 到 11:20 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袁 体力消

耗较大袁会很快进入饥饿状态袁而往往公司的午饭时间只

有半小时左右袁时间较短袁白领往往会选择进食简餐袁而忽

略营养的搭配遥
下班时间通常在 18:00 左右袁下班后用户有充足的时

间袁 可以根据菜谱推荐自己制作健康的晚餐遥 晚饭后 1 h

为用户的运动时间遥 在此期间袁部分用户会选择去健身房

进行室内健身训练袁健身时间在 50 min 左右袁运动结束后

需要进食一些辅助健身的食物遥另一部分用户会选择户外

运动袁如慢跑等袁运动时间 50 min 左右袁运动后也需要适

当地补充营养遥 从如上模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袁白领

人群的运动时间多为晚饭后 1 h袁即 19:00 到 20:00 之间袁
用户对运动类 APP 的使用率较高遥 因为工作原因袁11:20

到 12:00 之间的午饭时间袁因时间较短袁对订餐类 APP 的

使用率较高遥 17:00 到 18:00 之间用户往往有空闲时间制

作晚饭袁此段时间对菜谱推荐类 APP 使用率较高遥 为了满

足用户的需求袁在以上 3 段时间内推送适当的运动和饮食

意见有助于提高用户对自身健身和饮食的关注度袁同时提

高用户对 APP 的使用粘性遥

点院渊1冤注册各种健身与膳食类信息平台并获取信息会给用

户增加不必要的麻烦袁增加使用的时间成本袁同时容易给用

户造成混淆或错误的指导遥渊2冤跨平台获取信息会给用户造

成混淆袁使得用户的健身计划和饮食安排不能很好地搭配袁
同时也缺少针对个人自身情况的个性化运动与膳食计划的

定制遥因此袁打通运动类信息平台与饮食类信息平台将为用

户带来极大的方便袁同时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效率袁可以为

用户提供更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个性化方案遥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袁手机 APP 的使用率不断提高袁手

机已经成为了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终端袁 为用户随时随地

地获取需要的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遥 白领人群对健康饮

食类与运动类 APP 功能的关注度调查结果如图 6尧7 所示遥

图 6 用户对运动类 APP 功能的关注程度统计

图 7 用户对健康饮食类 APP 功能的关注程度统计

调查数据显示袁运动类 APP 用户袁关注运动消耗数据

的记录功能的人达到了 89.23%袁 对运动计划的记录功能

与量身定制减肥尧 塑形功能关注的人分别为 71.43%和

71.43%袁由此可见袁用户对运动计划的制定以及量身定制

减肥尧 塑形健身三大功能的需求较高遥 而对健康饮食类

APP袁用户最为关注食物营养与热量信息的获取功能袁关注

的人达到了 81.43%遥 而对菜谱推荐功能尧量身定制饮食计

划功能以及社交功能的关注度分别为院82.54%, 75.52%和

28.57%遥 因此用户对食物信息尧菜谱推荐以及量身定制菜

谱三大功能的需求较多遥 根据以上调查分析袁本文提出了

移动端产品设计的 5 个重要功能袁即院运动数据记录袁运动

与饮食计划定制袁食物热量信息袁菜谱推荐以及订餐功能遥

中国当代白领人群的体育运动与饮食管理移动端产品设计

图 8 构建白领用户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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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所设计的 APP 的易用性袁 对用户使用本文

所设计的 APP 的情境进行了模拟袁如图 9 所示遥

图 9 用户使用 APP 情境故事版

用户首次登陆需要录入个人信息并进行注册袁每次使

用前袁 用户需要选择将进行的运动并开始记录运动数据遥
后台将个人运动信息分析并上传系统袁系统会将用户多次

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的运动设置为默认运动选项袁方便用

户的下次使用遥 用户结束运动训练之后袁系统根据当次用

户的运动所消耗的热量等信息为用户推送菜谱袁用户可以

参考所推荐的菜谱为自己定制食物袁同时系统也提供菜品

配送服务袁免去用户自己制作食物的过程袁通过快递服务

直接将食物配送到用户的餐桌上遥 通过此 APP 的运动分

析功能和菜品推荐功能袁 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袁
真正做到运动与饮食的合理搭配袁使运动健身的效果更佳

明显袁也让用户的饮食搭配更佳合理尧健康遥

根据以上的调研及分析袁 确定本文所设计的 APP 的

主要功能架构如图 10遥

图 10 APP 架构

如图所示整个 APP 包含三大功能模块袁 即饮食功能

模块袁运动功能模块和用户信息模块遥

饮食功能模块主要由野每日推荐冶和野配菜推荐冶两个

子功能构成袁野每日推荐冶会根据早尧午尧晚三餐为用户推

荐不同种类的菜品袁 并配合详细的说明和建议遥 野配菜推

荐冶会推荐不同菜品的组合与搭配袁并为用户提供详细的

套餐营养和热量数据袁供用户参考遥 此功能为用户在饮食

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袁方便用户为自己量身定做饮食计

划袁为了实现饮食功能与运动功能的配合袁系统会根据用

户所定制的菜谱为用户推送运动建议遥

运动功能模块主要由 3 个子功能构成袁分别为院运动

前为用户推荐运动类型以及运动时间以及相关的建议袁以
确保用户的运动计划健康合理袁避免出现运动量不足或运

动过量的情况袁 同时提醒用户做好运动前的安全准备袁保
护用户的人身安全遥运动后系统允许用户查询热量消耗情

况袁 方便用户对自己的运动情况有更正确和直观的了解遥
同时系统提供点餐服务袁用户可以根据需求袁在线下单袁购
买营养的配餐袁 使用户可以在运动后及时得到能量的补

充遥 为了与饮食功能更好地配合袁系统会根据用户每日的

运动情况为用户提供合理的饮食搭配意见袁保证用户每天

能够获取均衡的营养袁以便达到最佳的健身效果遥

用户信息模块同样由 3 个子功能构成袁 包括院渊1冤野数
据中心冶袁 统计显示用户某一时间段内运动所消耗的热量

以及用户通过配餐摄入的热量袁从而更准确的为用户提供

运动和饮食方案袁用户可在此菜单下查看当日的运动信息

以及历史信息曰渊2冤野我的订单冶袁 供用户查询所购买营养

配餐的订单状态袁并管理自己的收货地址袁通过设置默认

收货地址袁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购买营养配餐曰渊3冤野我的

收藏冶袁 供用户收藏自己喜欢的食物搭配方案和运动计划

等袁方便用户的下次购买或浏览遥
本文根据以上功能划分袁 对所设计的 APP 进行了高

保真页面制作袁部分界面如图 11 所示遥

图 11 APP 高保真界面示意图

53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6年 第 37卷 第 5期

如图 11 所示袁渊a冤为野吃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菜谱推荐

功能袁菜单中通过图形化界面袁形象地为用户展示野每日搭

配推荐冶和野配菜冶两个子菜单遥 渊b冤为配菜功能子菜单遥 用

户可以根据罗列的餐品信息袁直接选择并下单袁完成配餐

的选购遥 渊c冤为野动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运动功能袁界面形象

地为用户展示运动的详细信息袁包括热量消耗尧运动类型尧
运动时间以及运动计划等袁使用户一目了然遥 渊d冤为野我
的冶菜单袁对应 APP 的用户信息功能袁界面包括野数据中

心冶野我的订单冶以及野我的数据冶等子菜单选项遥 渊e冤为野我
的数据冶子菜单界面袁界面将用户的运动信息和饮食信息

分别在两个选项卡中显示袁让用户对自己的运动和饮食数

据有更直观尧更准确的了解遥 渊f冤为野订单冶子菜单袁显示用

户已订购的配餐信息袁方便用户及时了解所订配餐的物流

等信息遥

本文以白领人群为目标群体袁通过将运动信息记录分

析功能与食品信息推荐功能相结合袁设计了一款满足白领

人群运动和饮食需求的 APP遥本文所设计的 APP为用户提

供更加科学的运动计划和更加合理的饮食配比袁避免了用

户跨平台获取信息所造成的不便袁系统根据个人运动实时

热量消耗和营养流失袁通过调节机体能量的消耗和摄入比

例袁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菜谱袁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遥
同时将运动信息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呈现给用户袁并根据运

动数据分析结果精准推送个性化的饮食搭配方案袁 配合

野线下厨房冶提供订餐服务袁有效地解决白领用户运动计划

与饮食搭配不合理尧 因工作时间紧而无法制作营养配餐等

问题遥 通过对运动和健康数据收集尧利用袁来对饮食进行科

学管理袁 从而使更多人能通过主动管理日常饮食和运动情

况而在健康上获益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度挖掘的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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