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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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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疗实践活动产生海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的整合、分析和利用需要跨学科合作，需要新的模式

和方法，以推动医疗大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落地。Datathon 是一项新颖的数据实践活动，通过组建理 -

工 - 医结合的跨学科团队，以短期高强度的项目竞赛形式，基于“真实世界”的数据来探索解决临床研究问题。

本文介绍了 Datathon 活动的背景起源、组织模式和相关实践。Datathon 活动为国内医疗领域的跨学科合作提

供了创新协作的新模式，为如何开展医疗大数据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有利于不同学科间优势互补，凝聚多方力

量一起探索解答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推动医疗大数据实践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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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generates and stores immense amounts of clinical process data, while integrating 
and utilization of these data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ogether with novel models and methods to further 
promote applications of medical big data and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Datathon" model is a novel event 
of data analysis and is typically organized as intense, short-duration, competitions in which participants with various 
knowledge and skills cooperate to address clinical questions based on "real world" data.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Datathon, organization of the events and relevant practice. The Datathon approach provides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promote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new methods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of big data in healthcare. It also 
offers insight into teaming up multi-expertise experts to investigate relevant clinical questions and further accelerate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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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实践活动产生大量的数据，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我

们得以用电子化的手段及时存储和记录这些医疗数据，对其

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数据量的累积以及大样本临床数据的建设，我们

逐渐步入了医疗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在医疗大数据

时代，如何高效、有意义地挖掘利用这些数据，为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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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循证依据并发展智能化辅助决策支持工具呢？临床医

生往往每天都面对着繁忙的诊疗任务，而数据科学家和工

程师缺乏对临床知识的深入了解，因此，由任何一方独立开

展医疗大数据应用研究都困难重重。医疗大数据的分析利

用迫切地需要跨专业合作，组建一个理 - 工 - 医多学科团

队，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分工协作，实现共赢多赢。Datathon

是医疗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兴跨学科合作模式，即基于“真

实世界”的医疗数据，以患者和疾病诊疗为中心，通过组建

跨学科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解答医疗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Datathon 模式在国外已实践多次，成功促进了多学科间的合

作，推动了医疗大数据应用实践的落地。在国内，囿于长期

以来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合作以及缺乏信息、数据和成果共

享的机制，跨学科的合作模式一直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现通

过介绍 Datathon 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运作模式以及我们

团队在 Datathon 模式方面的探索，将这种先进的数据实践模

式引入国内，有助于我们尽快建立跨学科的团队协作，搭上

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车，推动医疗大数据实践应用的

落地。

1 跨学科合作模式的探索 

1.1 竞争还是合作 ：在信息化时代，数据是丰富的研究资

源，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医疗实践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

据包含丰富的患者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利用对

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电子健康档案

（EHR）是结构化的电子病历，包含了丰富的临床信息，即患

者的疾病史、人口统计学特征、生理指标、生化指标、治疗干

预、医嘱和护理记录等，记录了患者病情的演变过程以及这

个过程中患者所接受的各类治疗，为我们理解疾病的发生发

展过程，以及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预测预警、临床决策支

持和个体化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集。目前已经有许多大

型公开的 EHR 数据集，例如 ：麻省理工学院、飞利浦医疗系

统以及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共同合作发布的重症监

护医学信息数据库（MIMIC）［1］，包含了超过 4 万患者的临床

数据；美国患者结局研究机构（PCORI）主导整合的美国患者

结局研究网络（PCORnet）数据库［2］，纳入了 9 个机构的医疗

数据及个人分享的医疗数据；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

建立的开放的英国国家卫生服务（Open NHS）数据库［3］， 

包含了英国全部人口终生的医疗记录 ；飞利浦与麻省理工

学院合作发布的 eICU 数据库［4］，包含了超过 20 万例患者的

详细临床数据。这些数据集的开放使用为全世界的科研人

员、临床医生、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提供了大样本的来自“真

实世界”的研究资源集，客观上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医学技术

进步［5］。

 如何建设高质量的 EHR 数据库并开展 EHR 二次分析

利用呢？虽然 EHR 有巨大的潜力，很多研究者却望而却步，

原因在于操作 EHR 数据有其特殊性 ：首先，理解医疗数据

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 制定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对临床场

景和传统的临床研究有一定了解，否则就会面对海量的医

疗数据而无从下手，脱离医疗背景进行 EHR 研究是不可能

的 ；其次，EHR 结构高度复杂，EHR 数据的提取和整理需要

研究者有一定的数据操作基础 ；另外，在数据分析层面，很

多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大样本数据集，随着机器学

习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数据分析的手段越来越多，将医疗大

数据与新的人工智能方法结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以往研究

中的难题，而这些方法的运用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理工科背

景。但现实是，临床医生往往缺乏数据库操作与大数据分析

基础，并且每天面对繁忙的临床工作，而数据科学家和工程

师缺乏对临床知识的深入了解，因此，由任何一方独立开发

利用 EHR 数据都十分困难。当前学术界的竞争十分激烈，

研究者们为了争取经费和发表文章，都希望独占数据资源，

成为发现某项成果的“第一人”。但面对 EHR 这样大型的

数据资源，以单打独斗的竞争模式进行研究非常困难。因此，

挖掘和利用 EHR 数据迫切需要临床医生、工程师与其他学

科的研究人员通力合作，进行跨学科的团队合作，才能有效

应对医疗大数据时代的挑战，把握时代机遇［6］。

1.2 Hackathon 模式的兴起 ：Hackathon 是近年来国外新兴

的一种团队合作竞争模式，通常是以短期高强度的项目竞

赛形式共同完成具有挑战的任务。这一模式最初起源于硅

谷［7］，旨在集合工程师们在短期内共同开发软件。20 世纪

以来，这一模式在计算机领域被广泛应用，有不少公司诞生

于 Hackathon 的项目中，如 GroupMe、PhoneGap 等等。这种

竞赛机制能够促进团队合作，以头脑风暴的模式激发团队的

执行力和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仅有出色的想法就

可以获胜，而是要有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想法实现的执行

力，团队内每个人的职责互补，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

1.3 从 Hackathon 到 Datathon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和 哈 佛 医

学院团队将 Hackathon 模式引入医疗领域，提出了 Data+ 

Hackathon 的竞赛模式，即“Datathon”［8］。Datathon 旨在汇

集不同领域的从业人员，如临床医生、工程师、数据科学家

等，通过组建跨学科的合作团队，基于数据和计算，在短期内

协作完成临床研究项目，解答医疗领域中遇到的问题。在竞

赛中，每个小组由不同领域的参赛者组成，分工合作，例如 ：

临床问题由临床医生把控，技术层面的问题由工程师处理，

数据分析中的问题由数据科学家和统计学家解决。在为期

2 d 的竞赛后，每个小组对自己的项目进行汇报展示，并由各

领域专家进行评审。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模式能够达成参与

者之间的知识互补，打破既往学科间存在的壁垒，激发团队

创造力。

 自 2014 年起，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已经成功举办了 19 届

Datathon 活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Datathon 实践认识了医

疗大数据，通过医疗大数据手段解决了临床问题。这一模式

为医疗领域的跨学科合作提供了模版，并有很多竞赛小组实

现了后续的团队合作。越来越多的 EHR 数据库向研究者开

放，数据库中包含的数据越来越丰富详尽，这些数据库为研

究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面对丰富的大数据资源，各领域

之间只有通过合作共享才能更高效地产出成果。Datathon

的竞争合作模式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提供了跨学科交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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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机会，为推动医疗大数据应用落地提供了新思路。

1.4 国内跨学科合作模式的探索 ：国内 EHR 的发展起步较

晚，质量参差不齐，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十分困难，再加上数据

共享的机制不成熟，各个机构并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数据资

源。一方面，当前研究领域面对的竞争日益激烈，研究者们

不愿意共享自己的研究数据 ；另一方面，数据的安全性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存在诸多数据安全的

顾虑。因此长期以来，各个研究机构间形成了独占数据资源

进行研究的传统，在同一领域间尚且难以实现合作共享，跨

学科合作更是难上加难［5］。在倡导合作共赢的文化冲击下，

“闭门造车”的科研文化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2 Datathon 数据实践 

 近年来，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受到多方关注。自 2015 年

起，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9］，促进规范健康医疗大数

据融合共享与开放应用，推进健康中国战略。许多医院与企

业开始积极探索如何应用医疗大数据［9］，发掘其中的价值。

然而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医疗大数据应用研究，并推动

项目落地，这亟需突破传统封闭的科研思路的桎梏，寻找新

的思路方法，谋求合作共赢。

 2016 年 10 月，解放军总医院联合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在

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医疗大数据研讨会与 Datathon 活动［10］。

2017 年 11 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 Datathon 活动［11］，有超过

1 000 人参与了首日的研讨会，来自不同领域近 200 位参赛

者组成了 15 个跨学科团队进行了 Datathon 数据实践。每个

团队从选题论证开始，共同制定方案，分工提取数据，分析处

理，最后得出结论，并于大会最后 1 d 分组进行了展示汇报。

参与竞赛的临床问题主要涵盖重症监护科学、心脏内科学、

急诊科学等领域，参赛人员根据提供的两个大型公开的数据

库（MIMIC 数据库及 eICU 数据库）进行研究。活动的在线

直播平台累计有超过 12 万人次的点击量，在业内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积极响应。2018 年 3 月，解放军总医院主持发布

了解放军总医院急救数据库，并举办了第一届急救大数据

Datathon 活动，这是国内首个基于急救数据库的 Datathon 活

动，也是国内首个使用自主临床数据库开展的 Datathon 活

动，有 13 个团队、近 200 人参与。这届“本土”Datathon 在

临床数据库建设和共享利用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尝试，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临床数据库的开放共享和落地应用。

 3 届 Datathon 活动的举办都非常成功，多个跨学科团队

在短期内合作完成了感兴趣的临床课题，并有多个团队在活

动后依然保持紧密合作，以论文的形式实现了项目产出。这

些活动的实践成功为其他研究团队提供了参考范本，在用

EHR 进行的临床问题研究中，跨学科的合作模式能够发挥

不同学科的优势，促进不同领域研究者的交流学习，在团队

合作中实现多方审查，产生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3 经验总结与展望 

 医疗数据是大数据时代医学创新发展的基石，理 - 工 -

医跨学科进行科研合作是未来精准医疗、智慧医疗发展的

必然趋势。在信息爆炸、技术爆炸的今天，只有合作、良性

竞争才能实现共赢。Datathon 模式为国内医疗领域的跨学

科合作提供了创新协作的交流平台，为高效利用 EHR 提供

了新的思路，这种合作竞争的方式能高效地促进不同领域从

业者的交流协作，并通过短期的协作进一步促进建立长期合

作，实现更长久的协同发展。

 这一实践的成功得到了多方的广泛关注。在医疗行业，

这是我们首次将呼吁“跨学科合作”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并

且激发了多方探索数据库建设与数据共享的热情。高质量

数据库的建设是医疗大数据分析的前提，我国在医疗数据体

量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有做好 EHR 结构化、规范化，

才能将数据转化为可用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借助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的结合，不断提高医疗系统的效能，构建基于数据

驱动的学习型医疗系统（LHS）［12］，实现数据库建设 - 分析 -

应用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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