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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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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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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必要性! 从资源获取" 资源布局" 经费投入" 文献收集"

技术支持几方面介绍如何建立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 指出该体系的建立必将推动疾控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公共卫生( 医学信息( 资源( 共建共享

P837633812<2=D2<>F38312-1 V712345674812<2=0B<5829 1LO6?>87Z;<>4BA;=87<>M2L15C<4812.;31657;3

!

V@$E1,! _@A

"O-! %"@ABO(! 5DK?-() *F,()! D(M.,.O.1'HI71L1(.,L1E12,0-/D(H'7F-.,'(! "O61,>1(.17H'7Y,M1-M1>'(.7'/-(2 I71L1(.,'(! VO&-(

T<;;NQ! 2>684

.D?345<74/ %=>;C4C;B;94A7B45;E5>;8;:;EE65@7D:7Q:78E5BJ:5678 48< E>4B68?7DCJA96:>;495> F;<6:4968D7BF45678 B;E7JB:;EOR568N

5B7<J:;E>7K57:78E5BJ:5:7Q:78E5BJ:5678 48< E>4B68?E@E5;FDB7FB;E7JB:;4::;EE! B;E7JB:;<6E5B6AJ5678! DJ8< 68CJ5! 965;B45JB;:799;:N

5678 48< 5;:>86:49EJCC7B5! 6549E7C7685E7J55>455>;:78E5BJ:5678 7D5>6EE@E5;FK7J9< CB7F75;5>;DJB5>;B<;H;97CF;857D<6E;4E;:785B79

48< CB;H;85678 :4B;;BO

.E;FG15=3/ %TJA96:>;495>" X;<6:4968D7BF45678" _;E7JB:;E" 27Q:78E5BJ:568?48< E>4B68?

#收稿日期$ !"##$ Q%% Q"*

#作者简介$ !万美! 馆员! 发表论文 %# 余篇! 参编著作两

部#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共建与共享是目前各

类医学信息机构参与的对医学信息资源共同建设和

相互提供利用的一种机制#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

共建共享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单位$ 某一部门医学信

息资源建设的范围! 而应该从宏观层次上掌控# 强

强联合! 合理开发与利用! 将有限的人力$ 资金和

组织保障运用到资源的共建上来! 避免条块分割!

建设高水平的信息平台已是大势所趋.%/

#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必要性

$J$%保障公民卫生知情权% 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在人类的公共卫生活动中! 疾病的监测系统持

续地观察疾病的变化趋势! 系统地收集$ 分析$ 反

馈! 然后定期地把这些资料进行整合分发给需要知

道这些信息的人# 这一过程即完成了共建共享# 专

业人员可以从这些相关的资料中研究出病因$ 提出

疾病干预方法及目前可行的健康促进措施以及项目

评价等#

现今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享正成为现代医

学信息领域的潮流."/

# 应建立在开放$ 扩大流通的

基础上! 要求无偿或低成本使用! 限制专有! 反对

垄断# 要求信息无障碍地获取! 有很强的技术支撑

和保障# 但对于医学信息安全$ 医学信息保密的问

题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如何在这两者中寻求协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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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也是医学信息资源共享应该关注的问题# 逐

步实现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共享已经受到国家

卫生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 它不仅能保障公民的公

共卫生知情权! 也是建设和谐社会$ 推动经济健康

发展的需要.*/

#

$J!%提高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就本单位而言! 应建设高水平的湖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综合信息平台! 提高全省的疾病预防控

制能力! 集成各系统$ 省疾控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学

信息资源! 加强信息沟通! 及时作好推介和应用!

及时加强上下级之间$ 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通过整合具有共同之处的不同监测系统! 最终达到

资源共享! 信息共享! 避免本单位的信息重复和资

源浪费!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本省传染病监测的能

力# 加强数据收集$ 分析$ 利用和反馈能力# 通过

对不同传染病来源数据的分析! 为实现传染病发病

趋势和暴发预测提供依据.+/

#

$J&%提高专业人员利用公共卫生医学信息的水平

!!进一步明确公共卫生医学信息工作在当今疾病

预防控制工作中的重要性.)/

! 目前省疾控中心的信

息平台较分散! 科研及实验室信息收集利用率不

高! 网站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

源各自为政! 缺乏资源共享! 信息传播面较窄# 所

以将进一步开展前期调研! 快速$ 合理地整合省疾

控中心的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 使它能尽快$ 更

好地为院中心服务! 为全省服务! 乃至为全国服

务! 最终实现大信息综合平台的集成.&/

#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一项系统工

程! 涉及面广! 影响因素多! 在建立和实施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各种问题与困难! 有必要提前做好设

想! 做到有的放矢#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建立

!J$%资源获取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获取! 就是医学信息

能够便捷地$ 免费或通过合理付费方式被单位专业

人员无障碍地获取.'/

# 包括政府的公共卫生医学信

息 +基础公共卫生信息," 疾控中心疾病相关信息$

健康危险因素$ 传染病疫情信息$ 计划免疫信息$

血吸虫病疫情信息$ 慢性病的死因与伤害的信息

等" 各职能部门的政策信息$ 管理信息及指导信

息" 学术交流$ 合作信息等#

!J!%资源布局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布局就是在调查与掌

握全省及我国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分布现状的基

础上! 有计划$ 有步骤地对分散$ 庞杂的公共卫生

医学信息资源进行科学$ 合理的配置整合! 逐步使

各部门的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形成一个整体.(/

!

要确定布局的总体目标和长远规划! 提出原则! 确

定模式! 编制方案和具体的实施步骤! 规划出保障

体系的完备程度和各层次信息资源保障子系统的具

体目标! 提出各系统$ 各疾病谱公共卫生医学信息

资源建设分工协作的任务与要求#

实现数据共享# 各类单病监测和常规监测 +疫

情报告, 系统链接! 病原学监测$ 动物疫情监测和

疾病发病监测链接! 出生数据和儿童死亡数据$ 计

划免疫资料链接! 死因和健康风险因素数据链接#

经过系统布局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后! 加强数据收

集$ 分析$ 利用和反馈能力! 建立监测数据集成平

台! 实现数据查询$ 交换$ 二次分析和对比#

!J&%经费投入

虽然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享带来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 资源共享的

前提是资源共建# 而在共建的过程中! 必然需要更

多的资金投入# 例如! 建立丰富的文献资源体系作

为共享的物质基础! 建立大量的书目数据库和高效

的联机检索网络等! 都需要增加经费投入! 应明确

其经费来源$ 拨款渠道等# 同时! 公共卫生医学信

息资源共建共享光靠单位投入是不够的# 还需要上

级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与支撑#

!J'%医学文献收集

在微观层次上! 医学文献收集要摒弃 %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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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小而全& 的藏书方式! 把馆藏医学文献作为

本单位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

所承担的学科文献资料尽量收集齐全# 同时! 要建

立并保持本馆的藏书特色! 突出公共卫生医学信息

文献的特色# 长期$ 连续$ 系统地收集公共卫生医

学信息或健康相关因素的数据! 并进行分析! 从而

对单个病例的发生和疾病暴发进行早期预警! 为采

取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反应提供充足的证据#

!J(%技术支持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以先进的技术

支持为基础# 迅速发展的网络! 高速运转的信息传

输手段! 使人们可以同时通过检索工具访问同一信

息# 这些都为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共享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 整合原有监测系统中重复部分! 规范工

作流程! 减轻工作负担! 提高工作效率# 整合各种培

训功能及技术支持体系! 让监测人员得到适当的培

训$ 支持和动员! 为监测系统提供完善的人力资源#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必将推

动疾控事业的发展

&J$%目前制约发展的问题

目前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还远未达到预期! 各

地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桎梏于成本$ 渠道$ 覆盖

率等难题! 人们对公共卫生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强!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迎接新的挑战000提高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效率$ 信息服务质量以及捕捉公共

卫生重大突发疾病的敏感性# 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

很好解决! 将制约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J!%加强信息平台建设

UVP整体监测的思路不是单纯将一个国家所

有监测系统叠加在一起! 而是 %了解需要000评价

现状000发展不足000整体综合000弥补鸿沟& 这

样一个思路.$/

# 通过整合具有共同之处的不同监测

系统! 最终达到资源共享! 信息共享! 避免信息重叠

和资源浪费.%#/

! 以弥补鸿沟和最大限度发挥国家传

染病监测的能力# 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问题和公共

卫生突发事件! 除了需要疫情报告$ 医疗救护$ 监测

检验$ 监督检查$ 卫生防护$ 科技攻关$ 物资保障$

财力支持等全方位的协调和保障外! 及时$ 准确$ 有

效的公共卫生信息服务工作同样至关重要! 这是提高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服务效率的基本前提# 所以!

公共卫生医学信息资源平台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结语

本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积极建设公共卫生

医学信息平台! 实现大信息综合平台的集成# 为疾

病的预防$ 诊断$ 干预措施提供可靠参考! 进一步

提高医学信息服务水平# 建起院内的医学信息平

台! 使院内各业务部门间疫情信息可以整合! 公共

卫生医学信息可以共享! 从而实现全省疾控中心公

共卫生医学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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