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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大数据环境对传统医学信息服务的挑战，提出构建医学信息服务平台的现实意义和基础，介
绍平台建设目标、架构、功能特点，阐述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医学信息服务模式，包括医学信息资源服务、

情报研究服务、卫生决策支持服务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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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大数据是全球数据自发式、爆发式增长及数据

处理高效率要求的综合体现，随着这一浪潮的兴

起，信息技术正逐渐与社会生态系统深度融合，

“数字化”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和行业中。在医学领

域，无论是教学、科研、临床还是管理模式、服务

流程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１－２］。在大数据环境下，

不仅医学信息本身具有种类多、数量大、更新快的

特点，同时也改变了医学信息的生产、收集、存

储、加工、组织和传播方式［３］，如何在海量信息中

进行目标信息定位和价值加工并与用户实现快速有

效的交互共享，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搭建一个集

约化、数字化、专业化的医学信息服务平台，在一

定程度上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可加快信息在行业

内的分享，促进医学领域的发展。

２　大数据环境对传统医学信息服务的挑战

２１　医学学科对信息资源建设的需求日渐强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信息资源建设进入快速
发展期，实体馆藏文献数字化建设、数据库建设、

网络信息资源建设和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作为海量信

息有效整合的载体，受到广泛关注［４］。在此大环境

下，医学学科对信息资源建设的需求日渐强烈：各

类大型数据库如 ＣＮＫＩ、ＣＢＭ、ＰｕｂＭ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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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ｔ等迅速发展，医学类门户网站如丁香园、科学

网、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快速更新，政府组织和机构

如ＷＨＯ、ＣＦＤＡ、ＣＤＣ等也积极开通官方网站实现

政策指南共享。总体而言，数据采集的范围、种

类、数量和渠道越来越多样化，海量数据的存储和

访问技术日益更新，数字化时代的发展对各类信息

资源的组织、开发和利用产生了新的要求。

２２　传统服务模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从信息服务的角度看，大数据提取知识和信息

挖掘分析能力正成为信息服务的主要竞争指标［３］。

传统的医学信息服务主要基于实体馆藏资源和各类

纸质文本资料，而大数据时代下服务机构的实体化

功能正在弱化［５］；传统的服务模式存在信息响应时

间长、处理过程复杂、服务流程不规范、各部门间

难以共享、用户反馈滞后、信息难以重复使用、信

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无法形成信息服务的整体良

性循环，难以满足大数据环境下医学创新对信息

的要求。因此，及时调整服务模式，运用智能化

方式强化对医学信息资源的筛选，突破时间和空

间的局限，实现信息、用户与平台的共建共享，

从而提供更有价值、满足个性化需求［６－７］的医学

信息服务，是医学信息工作探索和改革的重点。

３　构建医学信息服务平台的基础

３１　数据库资源和信息化建设

传统的医学馆藏文献资源以及电子文献的发

展，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文献资源体系［８］。数据库资

源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数

据库、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医药卫生科技成果

数据库、Ｍｅｄｌｉｎ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外文全文数据库

等大型数据产品，以及特色专题、二次文献数据库

等针对性更强的专题数据库。这些数据库覆盖医药

卫生的各分支领域，为信息服务提供了基础。此

外，管理数据资源能力以及信息化建设基础也至关

重要。通常，医学信息服务可细分为医学信息评价

分析、医学数字资源建设、医药卫生决策支持等方

面，各项服务均需具备较强的内容管理和数据集成

处理能力，这为信息支撑平台在设计开发过程中进

行基础数据采集、数据集成、数据分发，最终形成

全业务信息化系统打下了基础。

３２　人力资源

从事医学信息服务的人员兼具医药卫生学专业

背景和信息情报研究能力。在医学信息服务过程

中，对现有多种类型的医学信息系统如医院管理信

息系统、政府卫生信息网络平台、科研项目查新与

定题服务平台、科技文献共建共享平台等开发建设

和应用过程中，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承担

项目开发、测试、维护等工作，人员的信息服务和

平台管理综合能力可满足构建医学信息服务平台过

程中的人力资源需求。

３３　社会需求

根据工作业务范围，医学信息服务对象通常来

自医药卫生系统政府机关、医院、科研院校、制药

企业等，具有较高的专业程度和社会认可度。这类

用户除了对医学信息本身有高黏度需求外，通常要

求服务单位反应快速、信息准确高质、服务个性

化、市场竞争力强，这就为构建医学信息服务平台

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以此整合医学信息资源和专业

技术资源，改善信息获取、信息加工和传递滞后的

现状，由面向单个单位、独立项目的点对点服务模

式转变为面向各级各类用户的全方位立体服务模

式，具有现实需要和社会意义。

４　医学信息服务平台构建过程

４１　建设目标

Ｓｌａｗｓｏｎ等提出 “任何信息源的效用都取决于

它的相关性，随着准确性提升而倍增，且随着信息

获取工作量的增加而倍减”。因此，医学信息服务

平台开发的目标定位为高相关性、高准确度和 （用

户的）低工作量［９］。平台以医学信息资源为基础，

以用户服务为中心、以信息服务技术为手段、结合

医药卫生行业信息需求、医学情报服务模式特点进

行建设，构建具有权威性、实时更新、易于查询和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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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数字化平台。

４２　架构模型

根据服务对象、使用角色和功能划分等原则，

将平台划分为４个基本系统：数据集成系统、数据
加工系统、信息分析系统和信息应用及管理系统，

见图１。数据集成系统对各类医学信息进行自动化
采集，将业务数据、科研数据记录、电子文献资

源、网络文本信息等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将不同来

源、不同格式、不同含义特点的数据进行有序集

中，为数据加工做好准备［１０］。数据加工系统在数据

集成的基础上，将数据类型分为结构化数据 （即存

储在各类型专业数据库中的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即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ＸＭＬ、ＨＴ
ＭＬ等），采用标引、描述、清理、系统组织等方法
进行规范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加工更关注相

关度的深度揭示，语义网和医学领域本体将发挥重

要作用。信息分析系统主要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及信

息分析技术对规范化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如聚类分

析技术识别不同数据集进行分类整合；关联规则进

行数据信息之间相关性分析，了解用户需求、提供

个性化服务；决策树方法对数据进行规律挖掘，从

而通过分类规则对相应对象的类别进行预测；知识

组织研究方法开展医学文献和健康数据研究。此

外，还有信息可视化研究、热点追踪及舆情监测、

科研数据开放获取、指引库技术等［１１－１２］。信息应

用及管理系统旨在与用户发生交互共享，借助人工

智能和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用户行为特征和预测用户

需求，实现信息推送、个性化定制、虚拟社区等功

能；同时对用户信息进行不同级别权限设置和安全

性管理，保证系统内数据不会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被访问或恶意篡改，具有相关新兴模块的可拓展性

潜力。

图１　医学信息服务平台架构

４３　功能特点

基于４个基本系统创建的平台不是对已有信息
资源废弃重建，而是在思维上摆脱物流的观念，在

技术上寻求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的支持，在理论上

以系统工程等为依据，找到一种医学信息服务相关

人员都满意的信息共建共享模式［１３］。其功能特点如

下：（１）强大的搜索引擎，包括信息检索、浏览与
导航，满足用户对不同类型数据、不同检索申请、

不同知识的需求。（２）数据导入与分析，平台支持
内部和外部用户进行数据的直接导入、录入等功

能，能进行数据的关联分析和知识挖掘，提升知识

资源的增值理念。（３）用户管理，能即时统计资源
上载下载情况，对用户类别、需求特点、使用反馈

等统计分析，构建动态的数字化平台［１４］。

５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医学信息服务模式

５１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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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的医学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提供医学信息资
源服务、情报研究服务及卫生决策支持服务，

见图２。

图２　基于数字化平台的医学信息服务模式

５２　医学信息资源服务

平台集成化的检索界面，能有效帮助用户缩短

检索时间、提高检索效率，完成文献请求和传递。

同时情报服务人员通过整合纸质和数字文献资源，

按照研究方向进行归类和标引，可创建多样化的特

色专题数据库，进行定题服务，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此服务是平台最基本的功能，即实现 “一站式

服务”。用户注册并通过审核，登录可获取不同开

放程度的信息资源服务。医学科研前沿信息发布、

科研项目查新和期刊编审模块面向全体用户开放，

其中文献检索、特色资源模块面向科研人员开放，

主要提供各类文献、信息数据库系统链接，以及分

类信息推送和专题检索服务。用户还可根据需要，

浏览搜索最新医学研究进展，提交科研项目查新查

引申请，向期刊编辑部投稿等。

５３　情报研究服务

情报研究服务是平台的重点功能，根据情报调

研科学性、预测性、服务性的特点，旨在展示最新

情报研究成果、发布情报调研与评价信息，有利于

各级用户了解服务范围和研究方向，开展深度合作

交流。展示的研究成果包含科研课题、学术论文、

专利、科研奖励等类型，可涉及医学信息学理论与

方法、医药科技发展、学科建设、医学热点评价、

公共卫生研究、人口健康决策等领域，根据政府、

企业、研究院所、个人用户对信息需求的不同，设

置不同的权限和信息匹配资源，确保研究成果的准

确高效传递。情报调研与评价服务借助信息分析技

术和数据挖掘技术，按照用户要求进行内容加工整

合，提供相关研究领域前沿性和竞争性的专题信

息，为有关部门提供解决方案和决策支持。用户可

借助平台进行服务咨询、情报调研申请等。

５４　卫生决策支持

“十二五”期间政府加大公共卫生和应急反应

信息系统建设力度［１５］，信息化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日

趋紧密。卫生决策支持服务可充分借助平台整合相

关卫生信息化数据和政策资源，发挥决策支持作

用。卫生行业舆情监测预警服务基于互联网信息采

集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实时动态监测新闻门户、

社交网络等相关互联网站点，及时发现网络突发性

事件、敏感舆情、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疫情并发出预

警，为卫生管理部门提供及时可信的决策支持参

考。医疗卫生改革及基本药物制度热点分析服务旨

在对海量的医改信息进行系统、全面的提炼处理，

通过定题信息发布、动态追踪、政策法规解读等为

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６　结语

大数据时代下的医学信息服务具有知识性、增

值性、创新性、集成性、专业性和个性化的特

点［１６］，在此基础上，借助智能检索技术、信息推送

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搭建医学信息服务平台，可

有效整合国内外医学信息资源，规范服务工作流

程，提升医药卫生行业情报服务和决策支持的效

率，形成多种功能、互为支撑的完整服务体系。通

过平台的建设和推广应用，可实现情报服务人员、

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用户之间的互

动，发挥平台的信息库和智库作用，在实现共赢的

同时，也为医学科技创新发展带来重要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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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７７页）
发展角度看医药信息咨询服务系统 ＰＣ端已渐渐成
为红海。移动端的应用程序，不受地域、时间的限

制，将医药信息资源便捷、及时地传递给用户。同

时移动客户端在今后技术的快速发展下，势必服务

模式更加人性化，为用户提供更实用的价值服务。

可想而知在不久的将来移动端系统将逐渐抢占市

场，更受用户的青睐。

６　结语

医药信息咨询服务系统的构建是万众创新下跨

平台服务的延伸，该系统移动端服务模式的开启丰

富和发展了用户的黏合性。在 “互联网 ＋”时代，
要创新医药信息服务就要有不断的发展变化思路。

医药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和移动端建设的设想是可行

的，一定要借鉴其他行业的先进经验，发展、壮大

自己。随着创新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医药信息咨询

服务系统势必会有更好、更多的服务模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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