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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分析医院信息化需求及目前数据集成的几种模式，提出新的医院数据集成问题解决框架，即
利用消息中间件和ＯＤＳ来实现各个业务管理部门数据的集成。该数据集成模型能够把全院公共信息集中起
来，通过各种标准的引入实现全院数据的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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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已经融入

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也进入了

数字化时代，从最初的单机到计算机网络化，从原

始的单机收费软件到目前复杂的信息管理系统，计

算机技术正在逐步融入现代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中，

信息化是现代医院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医院信息化

初期，很难有全局的战略和方向，所以导致目前现

存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各种差异，部署平台不

同，采用的数据库管理平台也不同，致使这些系统

的扩展性和交互性比较差，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形

成多个信息孤岛，极大地降低医疗、科研和管理

工作。

应用医院现有的网络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信息

传输，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推翻现有的各

个应用系统，重新建立一个面向整个医院的应用系

统，自上而下开发，使整个医院各部门的系统在一

个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中运行，并且给各个系统间

的通信开发标准的接口；另一种方法是在保留原有

系统的前提下，使用应用集成的相关技术，实现各

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现阶段利用应用集成技术实

现各个系统的互联互通是比较现实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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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医院数据集成需求分析

２１　共享数据

目前医院的系统平台不同，数据类型各异，导

致大多数应该共享的数据重复录入，无法统一使用

和共享；医院对信息的规范没有统一，标准混乱，

不能交流和共享；很多业务系统只注重其自身业务

方面的信息，不能提供全面的信息查询服务。这就

需要在全院的业务库之上，构建一个全局的数据

库，支持数据在各个业务库之间的交流。

２２　实时集成

患者基本信息变更申请流程等将原有单一系统

中处理的流程分解到多个系统中处理后产生的业务

流程整合需求；类似职称申报、人事考核等有截止

时间限制的服务应用中紧急补充信息时的及时同步

需求。

２３　业务互操作

目前跨部门业务需求的实现，主要在主管部门

的业务系统中追加，随着此类业务的增加，这种模

式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冗余和处理效率下降，此时将

会产生以下需求：在保留原有支持业务系统数据共

享和全局查询应用基础上，增加全局操作类应用的

支持及支持业务互操作的实现；全局应用产生的数

据，通过数据交换或相应的手段及时反馈到需要共

享这部分数据的业务系统中。

２４　多维数据分析

目前医院的数据分析需求尚未清晰，随着数据

中心的进一步完善和全局查询报表应用的推广，将

会逐步产生多维数据分析的需求：在数据中心基础

上根据决策主体建立多维仓库，提供能够让院领

导、部门管理者容易操作的多维分析工具。

３　目前主要的数据集成方案

随着异构数据集成理论的不断完善，与之相辅

相成的实现方法和技术也层出不穷，如联邦技术、

复制技术、数据缓存技术、ＸＭＬ技术、Ｍｅｓｓａｇｅ技
术等。在企业数据集成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方

法论研究成果和成熟的应用框架。其中联邦数据集

成方法、数据仓库集成方法、操作数据存储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ｅｓ，ＯＤＳ）集成方法以及中间件集成
方法是比较常见的几种集成策略，这些策略在不同

的着重点和应用上解决异构数据共享问题。异构数

据源的集成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定位数

据源，即为特定的任务找到合适的数据源并解决基

本的访问问题；第二，解决数据内容的集成，融合

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响应用户的特定信息需

求。数据集成技术的难点在于第２个方面［４］。

４　医院数据集成问题解决框架

４１　整体框架图

通过分析现有的几种比较成熟的集成模式，认为

应采用消息中间件和 ＯＤＳ相结合的数据集成方案。
面向消息的中间件 （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
ＭＯＭ）将给予公共数据模式的查询转换为直接对各
数据源进行查询，不需要重复存储大量数据，同时能

保证查询到最新的数据；而 ＯＤＳ能存储大量的数据
并且实时更新，甚至 ＯＤＳ中的数据更新可以反向传
播回相应的数据源［５］。采用ＭＯＭ和ＯＤＳ相结合的方
法，正好可以弥补双方的不足，发挥各自的优势，为

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该集成

模型的整体框架，见图１。

图１　医院数据集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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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已有数据库

已有系统数据库，包括医院信息系统、电子病

历系统、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等，由于是早期开发

的，异构于ＯＤＳ，因此要实现数据的集成需通过交

换平台。对于一些外部的数据库，也可以通过集成

添加到该框架中。

４３　基于ＭＯＭ数据集成及交换平台

ＭＯＭ是一个非常适用于企业开发的中间件，现

有的比较典型的产品有ＩＢＭ的ＭＱＳｅｒｉｅｓ、ＨＰ的Ｍｅｓ

ｓａｇｅｒＳｅｒｖｅｒ和ＢＥＡ的 ＭｅｓｓａｇｅＱ等。ＭＯＭ交换平台

是实现已有数据库和ＯＤＳ、数据仓库之间数据交换的

中间件，通过交换平台，原有的系统数据库将数据发

送到交换平台，交换平台通过数据转换，将数据发送

到ＯＤＳ和数据仓库中。同时，ＯＤＳ中的数据也可以

通过交换平台返回各个系统的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合

理流通。由于各系统数据库位于不同的平台下，所以

选用Ｊａｖａ这种跨平台语言编写数据传输程序和集成

程序，这样在一个平台下编写的程序，在任何平台下

可以运行；ＭＯＭ采用Ｓｕｎ公司的Ｊａｖａ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ｅｒｖｅｒ

组件，保证了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信息传递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ＯＤＳ的数据量较大，为了保证其稳定

性和安全性，可以选用 Ｓｌｏａｒｉｓ操作系统和 Ｏｒａｃｌｅ数

据库，而各个系统的数据库是原来各部门已有的，后

续开发的数据库也采用Ｏｒａｃｌｅ。

４４　操作数据存储

ＯＤＳ是该框架的核心，存储了医院当前或接近

当前的数据，各个系统的数据库通过交换平台或者

直接实现和 ＯＤＳ的数据交换，从而实现数据的一

致。医院的数据平台需要集成不同数据库的数据。

各个数据源的数据要进入 ＯＤＳ，就必须经过数据抽

取、转换、装载过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

ＥＴＬ），按照预先定义好的 ＯＤＳ数据模型，加载到

ＯＤＳ中，这是构建ＯＤＳ的重要一环［６］。ＥＴＬ过程的

处理分以几个步骤。（１）数据抽取 （Ｄａｔａ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ｎｇ）。不是简单的数据读取，用户必须在分析源数

据库、目标数据库元数据，理清数据库定义、转换

需求的基础上，提取需要转换的数据，从原来操作

型数据库中抽取相关数据到 ＯＤＳ或另外的数据库

中。确定如何抽取或查询数据需要经过：①建立起

与源数据系统的连接；②从源数据库中提取出源表

的列表，确定提取的表；③根据源表、提取规则、

最后一次提取的时间戳或用户数据提取的条件生成

动态ＳＱＬ提取语句；④将提取出的数据通过网络传

送到ＥＴＬ程序所在的机器。 （２）数据转换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ＤＳ中的数据通常来自一个或多个

分布／异构的数据库系统，这些数据一般存在着不

一致的问题，会严重影响ＯＤＳ的数据质量，数据转

换就是处理这些不一致性的过程，在设计转换接口

时，一般要考虑统一数据名称及格式、创建新的逻

辑视图两方面的数据转换问题。 （３）数据清洗

（ＤａｔａＣｌｅａｎｉｎｇ）。数据质量是决定信息价值的关键

因素。基于高质量的信息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低

质量的信息将导致低劣的决策。ＯＤＳ中的数据是分

析决策的基础，需要为其他的数据库所共享，所以

其准确性、一致性非常重要。

４５　后续开发系统

对于某些还没有开发自己业务系统的业务部

门，如人事处、科研处等，为了方便地实现全院数

据的一致和集成，需使用同样的数据库，这样对于

后续的数据交换等工作会节省开发成本。数据仓库

与ＯＤＳ中的数据主要区别在于 ＯＤＳ存储了医院当

前的或接近当前的数据，数据仓库需要通过交换平

台经过ＥＴＬ清洗将数据装入。在数据仓库之上，通

过数据集市，在理论分析和本院各科室需求调研的

基础上，来确定一些主题，如医疗工作效率、医疗

工作质量等，进行后续的查询分析、数据挖掘、联

机分析处理，在前端将信息呈现给用户，使得原始

数据转变为用户的决策。

５　结论

本文分析目前医院信息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阐述医院信息化中数据集成的概念及方法，通过引

（下转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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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密码支持

一般应根据密码强度与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

匹配的原则，按国家密码主管部门的规定，分级配

置具有相应等级密码管理的密码支持，设计和实现

由密码机制所提供的安全功能。

４７　虚拟化安全

虚拟化安全对于确保云计算环境的安全至关重

要。因为云计算是利用虚拟化技术实现物理资源的

动态管理与部署，为多用户提供隔离的计算环境。

４８　使用漏洞扫描技术

定期扫描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漏洞与

错误配置，及时发现系统中的弱点或漏洞，提示管

理员进行正确配置，及时分析和评估，尽早采取补

救措施，可避免各种损失［１１］。

５　结语

在当今信息时代，医院数据安全变成医疗体系

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架构，作用越来越重要，任

何的数据泄露都将对医疗行业造成难以估算的损

失。只有做好数据安全防护，才能确保整个行业安

全、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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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２０１３，（４）：１０２－１０４．

１０　王晓丹．当前医疗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Ｊ］．

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１）：４４－４７．

１１　黄奇华．计算机信息安全技术及防护研究 ［Ｊ］．计算机

光盘软件及应用，２０１４，（２０）：１８６，１８８．

（上接４２页）
入基于ＭＯＭ数据集成及交换平台和 ＯＤＳ来解决目
前医院数据不一致和无法共享的问题。在医院中引

入交换平台和ＯＤＳ后，通过各种标准，保证数据的
及时性和一致性，各业务系统可以从ＯＤＳ通过数据
平台来获得所需的数据，实现数据的统一管理，极

大地方便数据的使用，为医院后续的信息化建设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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