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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医学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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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大数据”概念下，对医学档案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使用、整合、共享必将使医学档案信息
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医学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也将迎来自己的“大数据”时代，将为人类对疾病本质的
认识，以及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开启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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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ncept  of  big  data,  for  the  collection,  storage,  analysis,  usage,  integration  and  share 
of  information  of medical  archives,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must  be  effectively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he  sharing 
of medical  file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ll also welcome the coming of  its own "big data epoch", and will open the new 
models for human understand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the prevention,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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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

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

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

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一般是指巨量数据

的集合，“大数据”具有大量、高速、多样、低密度价值、真实

性的特点。随着医疗机构中计算机的不断普及和信息技术

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各类信息系统的使用，必将积累越来越

多的数据资源［1］。而医学档案信息管理只有自始至终都在

“大数据”概念下才能发挥其有限宝贵数据资源的作用。

1 医学档案信息化的发展进程

  医学档案信息化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医学

档案形式由传统记录形式向电子文件形式进行转变，依托计

算机的电子病历易于存储、调阅。第二阶段，医学电子文件

标准逐步走向统一，对已经实现电子化的档案进行基础数据

格式的统一，医院各部门之间医疗信息共享、流通，易于管

理效率的提高。第三阶段，各医院标准化的医学档案信息共

享，建立更大信息量的数据库。

2 医学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现状

  就近 20 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言，医学档案信息从最

初的手工记录、纸质归档、装订库存、手工调取翻阅，到键盘

输入、计算机打印，直到现在 CA 认证、电子传输、存储、查

阅、数据的整理、统计和分析，医学档案信息真正意义上的

电子化完全成为可能。但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同一地域不同医院的经济能力及信息化的投入、管理水平

不等，更由于医学信息档案基础数据标准不统一，如全国范

围内 ICD-10 疾病编码、ICD-9CM3 手术编码使用版本不一，

导致全国范围内不同省份，甚至同一省份不同区域、同一区

域不同医疗机构的医学信息档案管理到目前为止仍以信息

孤岛的形式存在，使得即使是在当代现有的信息技术发展水

平下，我国医疗领域在“大数据”时代医学信息档案的充分

有效使用还存在很大的障碍。

3 我国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及档案数据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近 30 年来，我国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发

展，各级各类医院都创建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HIS），主要方

式是以各个诊疗环节和医院管理的子系统功能模块覆盖全

院。在保证医院日常运行的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辅助管理层的决策。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医院来说，目前我

国医院的信息系统开发和利用，仍处于较为滞后的水平。

  2002 年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

纲要（2003—2010 年）》提出，三级医院在全面应用管理信息

系统的基础上，要创造条件重点加强临床信息系统建设，如

电子病历、数字化医学影像、医生和护士工作站等［2］。有关

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各级医院已基本普及了电子

病历，并能进行医保联网结算，但各医院各地区乃至全国无

法进行电子病历的共享，但这些大大局限了电子病历档案的

应用效果，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3］。

  目前各医院所产生的医疗档案信息难以实现跨医院及

跨领域的信息流通，直接结果是患者在转院诊疗时不得不进

行重复诊疗。这在增加患者医疗负担的同时，也对医生造成

了不必要的困扰。而这也使得有效的医学档案信息不能共

享，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信息在患者出院或转院的同时便进入

沉默状态。

  数据档案信息标准化较差主要体现在各医院、地区之

间数据存储、传输的标准和规范的不一致。统一的数据存

储格式、存储内容是系统之间通信的基础。为了实现患者

的电子病历在转诊过程中得到其他医院的互认，1997 年我

国便推出了《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并于 2001 年进

行了修订。但当前各医院的医疗数据化多数是按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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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形成，没有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地区统一和全国统一，因此，

很难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集成。

4 建立标准化医院档案数据库和标准化医学信息“大数据”

  在很早以前医疗行业就遇到了海量数据和非结构化数

据的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样本量设定、随机抽

样等经典的医学科研方法。在“大数据”概念下能够做到无

限大样本全数据的采集，能够提供更好的医学研究数据和

方法，能够更好地揭示客观医学规律。但医学信息数据不

同于其他社会领域数据，要求客观、真实。标准化医学信息 

“大数据”的建立有赖于系统性设计，能够更加高效地服务

于人类对疾病规律的认识，更好服务于人类健康。在解决当

前问题的同时，必须要顺应信息化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发

展趋势，理解“大数据”时代数据共享和挖掘的重要性。因

此，建立并完善拥有“大数据”思想和技术的医院档案管理

系统，对于利用高新科技促进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标准化医学信息“大数据”的设计包括： ① 顶层设计

全国性的医学信息档案管理系统，建立国家医学信息档案管

理中心，统一管理标准； ② 建立全国标准化的信息互联互

通系统，统一信息系统标准； ③ 建立以世界通用医学信息

数据标准为基础的国家医学数据标准并强制使用，统一数据

标准； ④ 统一数据录入标准； ⑤ 统一信息安全标准。只有

这样，所建立的“大数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医疗信息

档案“大数据”，也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概念下医学信息

档案的效能，不能充分掌握和了解国人的健康信息、疾病的

客观规律，使之融入国际医疗信息档案“大数据”。

5 医学档案信息“大数据”的使用

5.1  利用医学档案信息“大数据”建立健康管理网络系统：

要建立“大数据”技术与思想的医疗服务信息系统，首要是

解决患者信息流通与共享时存在的阻碍，实现规范化和标

准化，使患者的医疗信息数据存储、流通格式达到“畅其流”

的理想状态，用“大数据”计算方法在技术后台对患者进行

就诊记录进行整合，生成患者就医的“履历”，包括历次就医

的病种、病情、诊疗方案、用药、检查（影像学图片）、费用等

情况。“履历”一旦生成，将伴随患者终身，在需要时随时随

地供患者调取。

  有了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医学信息档案“大数据”，对于

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教育、疾病预防、疾病的分

级诊疗、慢病管理、死亡原因分析等，都将提供全面、详尽的

数据，更有利于国家健康产业的管理和发展。

5.2  利用医疗档案信息“大数据”建立循证医学证据：由于

在医疗档案信息系统“大数据”，平台能提供的数据信息量

大，提取方便，使得原本认为循证证据最佳的前瞻性临床随

机对照研究可以用“大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取而代之，

可以预见，“大数据”处理是整个实验的一个预定步骤，发现

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在预料之中。

  有了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医学信息档案“大数据”，在这

些标准统一的数据基础之上，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大样本的随

机对照临床试验系统性评价，也有利于循证医学的发展，更

好地服务于临床。

5.3 利用医疗“大数据”，建立人工智能比对诊断系统

  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医学信息档案“大数据”库与世界各

国医学档案信息数据库相联合，即将形成全球人类医学档案

信息“大数据”。通过“大数据”的挖掘、分析、整理、运算，

形成人类疾病症状及体征“大数据”、疾病检验“大数据”、

疾病影像“大数据”、疾病病理“大数据”，综合为人类疾病

诊断“大数据”，通过标准化的疾病基础数据输入、查询、比

对即可得出准确的诊断报告，从而建立人工智能疾病诊断系

统（疾病诊断 AlphaGo），其诊断准确率大幅提高，将彻底改

变现在依靠医生人工诊断的模式［4-5］。

6 结 语

  当前各医院所使用的信息管理系统具备一定的辅助医

院管理决策功能，这方面的功能主要依托于 HIS 系统的财务

管理和经济运行分析子系统，但对于操作性要求较强的事务

处理、数据预测等工作仍无法满足，要建立具有大规模数据

收集、整理、处理、存储功能的信息平台，难以一蹴而就，也

绝非某一家医院可以独立实现的。要建立具有“大数据”思

想和技术的信息平台并使其先进功能服务于医院管理和医

疗体系，就需要有决策层面上的统筹规划，更需要政府在政

策及经济上予以支持［3］。

  在国家“大数据”信息发表的整体框架下，医疗数据平

台的建立仅仅是“大数据”技术和理论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和

延伸，但对于整个医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却意义重大。信息

技术的发展使“大数据”成为可能，“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为人类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快捷甚至是颠覆性的技

术手段，它将引领医学研究、医院管理等多个领域进入“大

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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