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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基于地级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疾病主动监测系统设计思路! 整体架构和主要功能" 包括症

候群监测! 法定传染病监测! 慢病监测! 统计分析和报告管理等" 对系统应用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指出系统有助于降低漏报率" 提高疾病监测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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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人口健康信息化 &M%$*"' 总体框架的指导

下! 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逐渐进入系统及数据

的全面整合阶段!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成为各地人口

健康信息化的建设重点% 依托地级市卫生信息平

台! 随着电子病历和健康档案等基础数据库的建

立! 部分地级市开展对卫生计生数据的分析和利

用! 基于平台开展疾病监测+ 协同医疗+ 慢病管理

等一系列信息化探索与实践! 取得一定成效-* '".

%

中山市于 "#*% 年起开展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目前已基本完成! 覆盖各市直属医院+ 镇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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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市卫生监督所+ 市血站+ 市疾

控中心等机构% 如何利用好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产生

的大数据更好地推进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成为

中山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中山市目前已建立联通国家+ 省+ 市疾控中心

和覆盖乡镇的疾病监测网络! 由各医疗机构将疾病

发病情况上报国家+ 省+ 市级各个疾病监测系统!

但由于均通过手工填报方式上报! 各监测系统间相

互独立! 造成重复填报+ 工作量大+ 效率低下等问

题! 且在手工填报过程中容易发生漏报现象-$.

! 直

接影响疾病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系统设计

#$!"设计思路

针对上述问题! 以全面提高中山市疾病监测工

作的广度+ 深度和速度为思路进行系统设计% 在广

度上! 覆盖中山市所有二+ 三级医院+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计生办和公共卫生机构$ 在深度上! 基于

区域卫生平台实现患者信息全面检索! 通过识别唯

一U[! 获取患者的就医+ 用药+ 检验和费用等所有

诊疗过程信息记录! 做到疾病监测信息无死角$ 在

速度上! 实现每日采集! 区域卫生平台通过前置机

每日夜间采集当天医疗数据! 汇总处理后自动将关

注的疾病信息通知用户% 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建立以

UG['*# 编码为基础的诊断字典库-M.实现疾病监测

的自动化% 通过诊断字典库和匹配规则与诊断信息

进行智能匹配! 优先匹配 UG['*# 编码% 针对 UG[

'*# 编码不全的部分门诊数据! 匹配医生的文字诊

断信息% 根据匹配的结果自动抽取符合症状的电子

病历信息! 将结果以医疗机构为单位进行汇总展

示! 自动统计相应的报告数+ 门诊总数+ 发病率等

指标! 再通过患者基本信息调取全员人口信息+ 电

子健康档案 (RC6>:9;1/>V68C:5 &6>;9<0! RV&*+ 电

子病历 (RC6>:9;1/>S6</>8C&6>;9<0! RS&*+ 卫生

信息资源库的信息! 实现患者的用药+ 检验结果+

病程记录等全面检索! 以进一步分析疾病监测

结果%

#$#"整体架构

!"!"#$概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由数据接口层+

数据资源层+ 服务总线层+ 业务服务层+ 应用展示

层和平台管理层组成! 系统架构! 见图 *% 各层相

互协作共同实现数据采集+ 数据存储+ 数据交换+

交换调度+ 数据利用和系统管理等基本功能% 通过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将全市各医疗机构分散+ 异构的

卫生信息进行规范化整理并合理组织! 汇聚到市卫

生数据资源中心! 成为卫生信息基础资源% 实现居

民健康信息存储+ 整合和共享利用! 形成用于支撑

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应用的全员人口库+ 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数据库+ 电子病历数据库和卫生管理信息

资源数据库等%

图!"疾病主动监测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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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方式!在应用展示层中接入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 通过多数据源采集方式获取医疗数

据! 主要包括 $ 种方式) 一是调取业务服务层中的

讯息传递接口 (S6008E6T800/1EU1:69?8>6! STU* 服

务+ RV&服务获得患者基本信息以及电子健康档

案$ 二是通过数据采集和R4̂ 数据清洗系统! 针对

症状等业务规则进行诊疗数据分类采集$ 三是直接

检索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解析库进行动态和静态查

询! 获取门诊总数等统计信息%

!"!"%$遵循标准!采用面向服务架构 (g69D/>60'

;9/61:6< )9>5/:6>:=96! g])* 体系和松耦合的设计!

保证系统的灵活性+ 可扩展性和良好的维护性! 使

用标准和开放的技术% 数据设计遵循 dg $%$+* '

"#**+ dg $%M '"#**+ dg $%( '"#**+ dg $2# '

"#*" 等国家卫生信息标准规范和广东省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历史数据导出规范+ 广东省数据交换平台中

间库数据接入规范等技术标准和规范! 实现该平台

与国家+ 省级平台的数据共享%

!"!"&$数据安全!以认证机构 (G69/?/>8:6)=:5;9J

/:F! G)* 和时间戳服务为主要技术手段确保电子病

历的真实有效和时间权威性% 在网络安全上! 通过

卫生专网连接各卫生机构! 使数据交换在安全可靠

的网络通道中进行! 实现数据传输的防篡改和防窃

取% 在权限管理上! 引入角色组+ 用户类型和机构

实体的概念! 基于角色组来实现对用户统一授权!

将不同的用户划分为与之对应的用户类型! 系统基

于用户类型对用户进行过滤! 实现分级授权! 同时

对不同机构用户分开授权% 采用隐藏菜单与操作项

目的访问控制策略! 为不同用户划分对应的功能菜

单与数据库表! 配置相应的访问权限! 提高系统的

安全性和控制访问的粒度%

#$%"主体功能

!"%"#$症候群监测!通过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时

采集有关数据! 对感染性腹泻+ 发热呼吸道+ 发热

出疹症候群等进行监测预警% 根据字典库中对该类

症候群的症状标准! 在中山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

匹配关键词! 符合完整病历定义者即归为监测病

例! 自动比对并剔除冗余数据后! 生成病例统计表

和个案一览表%

!"%"!$法定传染病监测!根据诊断名称与法定传

染病症状字典库进行匹配! 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

采集符合 $, 种国家法定传染病诊断的个案诊疗数

据! 与已上报国家传染病直报系统中的患者信息进

行比对! 自动识别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未上报国

家传染病直报系统的符合法定传染病诊断的患者! 进

一步分析是否存在漏诊+ 误诊+ 漏报+ 迟报和误报的

情况! 避免出现报告卡信息缺失或不准确等问题%

!"%"%$慢病监测!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采集符

合慢病诊断的个案诊疗数据! 实现对高血压+ 糖尿

病+ 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监测! 了解患者的用药+ 检

验结果+ 病程记录! 通过对慢病患者的时空分布特

征进行分析! 掌握每个地区慢病发病情况! 及时地

进行反馈! 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

!"%"&$食源性疾病监测!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工作要求! 实现中山市食源性疾病自动监测%

通过两个途径获取数据) 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根据

食源性疾病症状字典抽取匹配的患者数据! 生成报

表$ 同时与已导入国家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系统中

的上报数据进行比对! 自动识别出中山市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中未上报国家系统的符合食源性疾病诊断

的患者%

!"%"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8*9:+0,;-<3(2

=9+>0)-9(?@.)*>" 83?# 的时空分析!应用地

理编码+ 地图可视化和时空分析模型等技术! 根据

患者的详细地址! 通过调用公共服务的地图地理编

码d6A应用程序接口 ()77C/>8:/;1 T9;E98@@/1EU1J

:69?8>6! )TU*! 将地址文本批量转换为经纬度坐标!

实现患者点空间位置信息可视化描述! 生成各类专

题地图! 实时显示人群疾病的时间+ 空间和人群分

布! 实现疾病预警的可视化管理和维护% 同时应用

核密度分析模型+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S;981a0U和

Ûg)! VeS[移动平均线等模型! 得到传染病在空

间上的聚集性+ 空间分异特征+ 发病热点区域及疫

情扩散特征! 用于指导防控措施%

!"%"A$统计分析和报告管理!基于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获取的患者信息+ 疾病个案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 系统根据预设的统计分析项目进行计算+

归类+ 判断和分析后! 将疾病疫情概述+ 疫情态

势+ 流行特点 (三间分布*+ 防治建议等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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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预设报告模版中生成各种报告! 从而自动快捷

完成日常报告工作! 实现常态下疫情与突发事件

日+ 周+ 月+ 年等专题数据统计描述+ 统计推断与

文字解释报告等过程的自动化管理-(.

%

!"%"7$预警发布管理!以历史疫情资料为基础!

建立敏感特异+ 科学实用+ 对区域内疾病流行暴发

的预警预测% 预警预测分为两种方式) 一是对重点

传染病的及时预警! 设定预警阀值 ' 例 ( '

%

**!

每天只要发现 ' 例病历报告! 即通过短信+ 邮件和

微信向各级用户发出预警信息% 二是挖掘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中的电子病历数据! 对群体罹患某种疾病

的发病水平预测预警% 分析模型应用移动百分位数

法! 根据既往的同期 ($ f( 年* 历史周期的发病

数! 观察以天为单位移动的周期发病水平! 同步移

动计算历史同期各百分位数! 确定预警阈值% 实现

动态预警! 超过预警阀值即发出预警信息% 通过动

态调整观察周期的日数+ 参比历史年数+ 同期历史

前后摆动的周期数及百分位数预警阈值! 以满足对

预警灵敏度及特异度的综合评价-%.

%

%"讨论

%$!"系统成效

随着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快速推进! 从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直接提取相关数据开展的自动化

疾病监测能够直接减少医院人工报告环节! 减轻医

务人员工作负担! 大大提高疾病监测报告工作效

率% 同时降低人工重复录入可能造成的信息出错

率!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疾病监测误诊+ 漏诊+

漏报+ 迟报和误报的情况! 提升疾病监测报告质

量! 是对疾病预测+ 预警的创新性尝试! 同时也是

对区域卫生信息系统的应用创新-2.

%

%$#"存在问题

一是数据质量! 由于基层医疗机构中的部分患

者存在UG['*# 编码缺失和诊断描述差异的问题!

导致数据匹配过程存在误差% 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

医疗机构的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才能真正做

到疾病监测数据精确可用! 信息科学可信-3.

% 二是

数据时效性! 系统中病历信息来自于各医疗机构的

病历数据推送! 由前置机采集后每日夜间上传市卫

生数据资源中心! 存在一定滞后性% 对于法定传染

病中甲类及乙类的肺炭疽等要求首诊医生立即上报

的病例! 还无法实现即时自动化上报% 因此该系统

尚不能取代手工填报国家传染病直报系统的工作%

&"结语

基于区域卫生平台的主动监测系统设计模式能

从中山市各医疗卫生机构获取疾病个案信息! 智能

分析出区域群体发病信息! 实现症状+ 传染病和慢

病等疾病的实时监控和预警报告! 将区域内各医疗

卫生机构紧密结合! 将传统基层医疗机构手工上报

的被动监测模式转化为主动自动监测模式! 实现市

疾控中心与各级医疗机构的业务联动! 减轻基层的

疾病监测信息报送压力! 提高疾病监测的质量和效

率! 更好地为居民健康服务! 意义深远! 对推进各

地疾控信息化建设+ 创新疾病防控模式将产生积极

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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