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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为例，针对医院信息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需求，提出基于互联
互通的信息管理策略，阐述实现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对提升医院信息管理水平的成效及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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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院信息化互联互通是全面深化医改，推动健

康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培育健康产业增长点的迫切

需要，在支撑人民群众多元化健康医疗需求、提高

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率、服务医疗卫生科学监管、

提升医院信息管理水平及信息交互性能等方面作用

凸显［１］。医院信息管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是

对连续运行的医疗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分

析，将部分人工管理流程简化，从而明确信息化工

作的对策，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信息资源是医院

信息管理的基本要素，其管理和利用将直接影响到

信息管理的水平，因此，充分开发、科学管理、有

效利用信息资源是医院信息管理的主要战略内容。

本文以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为例，针对医院信息

管理面临的问题和需求，提出基于互联互通的信息

管理策略，对其实现成效进行分析。

２　医院信息管理面临的问题和需求

２１　问题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信息化建设已有２０多
年的发展历程，财务、药品、临床和管理等部门已

经分别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均可独立处理各部

门事务；但是，由于早期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受当时

所处的历史因素影响，没有统一规划，缺乏顶层设

计，导致各系统在建设时较为分散；而且医院内某

些系统在建立初期并未充分考虑与医院信息系统的

集成，或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时不具备集成应用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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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孤立的系统。随着医院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这些孤立的系统不能与医院信

息系统有效地整体集成，或由于厂商更迭，不得不

重建，不仅导致了资金的浪费，而且原来系统中保

存的数据也很难在新系统中继承下来，因此医院信

息系统中资源相对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利用，医

务人员需检索多个系统才能获取到完整的患者信

息，增加了资源查询和管理难度。

２２　需求

２２１　互联互通的需求　首先，医院信息管理不
是简单的管理流程计算机化，而是需要统一规范的

数据共享和数据交换服务，实现院内各部门之间、

外部不同医院之间的互联互通，进行数据交互，最

大限度地实现系统的有效融合和信息共享。其次，

医院信息管理直面医疗体制改革和分级诊疗体系建

设新常态的挑战，以及公共卫生、社区基层、社会

保障、互联网益民服务等方面信息共享的需求，因

而要求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及其他外部系统，如医

疗保险、商业保险、公共卫生、区域健康、社区卫

生、互联网企业等有效互联，安全和标准地互通健

康数据［２］。

２２２　信息综合管理应用的需求　临床和管理活
动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整合、挖掘和有效利用这

些信息资源，通过医院信息平台提供不同层次、不

同类型的服务，对于提高临床服务能力、提升医院

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基于互联互通的医院信息管理策略

３１　信息资源标准化管理

标准化是信息化管理的基础，只有实现标准化

才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利用。信息资源标

准化管理涉及医院重要的业务信息、运营信息及决

策信息等，关系到各个信息系统中数据的共同采集

与业务交叉［３］。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依照原卫生

部 《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 《ＷＳ４４５－
２０１４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等标准建立了内容架构
规范的全院级标准化数据库，依据标准库中数据

集、元数据的定义，构建了临床数据中心的逻辑结

构。通过标准代码定义、各系统字典代码和标准代

码同义词匹配，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进行标准转换，

其标准框架模型，见图１。

图１　标准框架模型

３２　全局信息管理

３２１　医疗管理、运营管理和科教管理　医疗管
理是通过对医院诊疗活动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管理

来全面支撑临床服务工作；运营管理是为医院临床

工作提供信息服务，实现医院人、财、物的管理；

科教管理是为医院科研及教学工作提供信息服务，

实现课题经费、项目进度和教学安排等的管理。各

管理域之间需要交换各类数据，以实现医院整体的

管理目标和运营质量，提升临床服务水平和业务能

力。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交换的数据种类繁多，几

乎包含医院各个信息系统［４］，因此同济大学附属同

济医院采用基于临床数据中心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ｓ
ｉｔｏｒｙ，ＣＤＲ）来实现医疗、运营和科教在信息流上
的有机结合。

３２２　数据整合与建模　临床数据中心是医院信
息平台建设的一部分，用于整合分散在医院不同信

息系统中的各类数据，提供对医院信息系统、电子

病历系统、检验信息系统、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体检系统等已有信息的初始化导入与整合服务，所

有数据均按照对应的采集接口规范进行提交。数据

整合是整个信息资源管理的枢纽，整合医院内已有

的各业务系统数据，实现以患者为核心的映射匹

配，进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抽取转换，根据业务需

要进行数据建模，形成支撑业务应用的各类主题数

据模型，最后基于业务对数据利用的要求，实现全

过程的数据质量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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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互联互通服务功能管理

基于以上资源整合，信息平台可以实现个人身

份注册服务、医疗卫生人员注册服务、医疗卫生机

构注册服务、电子病历档案服务、电子病历整合服

务、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基础交互服务、就诊信

息查询服务、就诊信息接收服务、与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的交互服务等功能，从而不断为临床服务系统、

医疗管理系统、运营管理系统及基于平台的业务应用

建设提供需要的数据基础，全面支持医院现有和将来

可以预见的行政、财务、物资等管理事务的需要。

４　医院信息管理成效

４１　互联性能成效

通过对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１０００例患者信
息进行查询汇总操作，对比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前即

异构模式下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出互联互通模式下

平均响应时间比异构模式下节约了１７５９ｍｓ，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 （ＳＰＳＳ１９）进行统计，见表１，结
果显示互联互通模式下查询汇总时间成本显著低于

异构模式 （Ｔ＝－４２６１，Ｐ＜０００１）。

表１　异构模式和互联互通化模式量化对比

并发数 异构模式平均响应时间 （ｍｓ） 互联互通模式平均响应时间 （ｍｓ） Ｔ值 Ｐ值
１０００ ４５６７２２±２９７９８ ２８０８２２±２８５７０ －４２６１ ＜０００１

表示差异极显著。

４２　互通标准化成效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信息平台通过平台管理

控制中心建立了医院标准化数据库与支撑系统，如

代码、术语、元数据、数据集、指标等；通过企业

服务总线完成了医院信息、检验信息、影像存储与

传输、电子病历、检验信息、排队叫号、病理、电

生理、Ｂ超、手术麻醉、ＩＣＵ监护等业务系统的集

成，参考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来制定数据原型

及存储结构，确定了患者基本信息、基本健康信

息、医疗费用记录、门 （急）诊病历、中西药处

方、一般手术记录、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等１６

个临床数据集；同时建立了３７个独立的电子病历

共享文档库，随着医院业务活动的动态变化而变

化，直接支持医生／护士对病人临床记录的实时

调用。

以上数据集与共享文档的标准化实现为基于

平台的应用系统建设提供了数据基础，目前同济

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已建设的基于平台的公众服务

应用、医疗服务应用等共 １４个应用功能，连通

临床服务系统、医疗管理系统等共 １６个业务系

统以及医保、医疗、医联４个外部机构，可满足

临床工作人员及患者的使用需求，进而提高了医

疗服务质量。

５　结语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信息平台的建立使该

院信息化建设通过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

心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４级标准
测评，而且通过基于互联互通的信息管理策略，

有效提高了信息管理水平及信息交互性能，解决

了信息管理安全等问题，可见医院信息系统的互联

互通是医院信息管理实现从单一管理到综合管理的必

然选择。随着医院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医院信息平台

必将实现与上级信息平台交互且医院信息平台的交互

服务完全满足医疗机构内部标准化的要求，医院与上

级平台实现术语和字典的统一，实现跨机构的业务协

同和互联应用，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方案的实施必将引

导信息管理向更加标准化、智能化、交互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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