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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我国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研究现状以及医院! 患者! 第 $ 方对新型健康管理平台的需求" 阐

述全程健康管理平台架构! 关键模块以及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指出全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性地将健康

运营机构与医院信息平台进行无缝对接" 实现双方数据互联互通! 业务与服务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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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健康服务的

需求也更加明显! 表现为正在从传统的疾病治疗转

变为疾病的预防和健康保健% 以互联网+ 大数据等

技术为依托! 构建线上线下的全程健康服务平台!

为患者提供更加贴切的医疗健康服务! 实现多方共

赢% 全程健康管理平台打通医院和健康运营机构两

大主体! 双方数据互联互通! 实现业务+ 服务之间

的联动! 形成患者一体化健康档案! 在此基础上开

展各类自助健康服务应用! 进而实现医院服务提供

与运营战略的全面结合! 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

#"研究背景

#$!"我国健康及医疗服务现状

!"#"#$概述!健康管理属于近年来新兴的健康产

业范畴! 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主要以医院为

主! 以第 $ 方健康运营机构为辅的运营模式%

!"#"!$医院!院内信息平台自建立至今已运行多

年! 在医院内部不同业务系统之间起着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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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基本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基于电子病历 (RC6>J

:9;1/>S6</>8C&6>;9<0! RS&* 的临床信息采集+ 存

储和集中管理% 医院通过电子病历的方式来收集患

者诊疗信息! 涉及大量的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

医院信息平台及电子病历系统的建成及运行为项目

的研究提供充分的基础信息资源保障% 医改工作不

断深化和健康服务业日益发达!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在健康医疗服务机构进行日常的检查和治疗% 此外

借助快速发展的物联网技术! 摆脱时间+ 地点+ 设

备+ 技术等方面的限制! 可将服务从院内进一步向

院前和院后延伸%

!"#"%$第%方健康运营机构!由其建设的居民健

康管理信息平台整合健康物联网监测设备+ 居民自

助服务网站及移动健康 )TT+ 医生远程健康管理工

作站等! 为客户提供远程健康管理信息运营服务%

然而医疗资源供应不足! 任何一家健康信息服务企

业都渴求与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对接! 以延伸产业

链! 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健康管理服务! 增强客

户粘性! 提升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现实的

市场需求也为企业和医院的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健康管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随着保

险业的发展已经逐步发展为比较完善的科学管理体

系! 各国政府非常重视健康发展计划! 如美国卫生

福利部周期性地发布国家健康战略-*.

$ 日本政府十

分重视健康管理! 建立很多健康管理中心-".

$ 欧洲

也建立众多的健康管理机构% 此外国外众多著名的

U4公司也实施了各自的健康管理项目! 如微软公司

的V68C:5W8=C:

-$ 'M.项目+ UXS公司的智慧医疗项目!

谷歌及英特尔等公司也积极投入健康管理项目%

!"!"!$国内!在我国健康管理刚刚起步! 还处于

探索阶段! 国内已有各种规模的健康管理机构! 但

这些机构与国外的同类机构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

距% 随着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如何利用新型信息技术进

行健康管理机构与医院有效地融合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 刘克浩等-(.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下的新型健康

管理模式! 指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型健康管

理模式能对健康进行网络化管理! 有效地实现疾病

的预防! 延缓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进程-(.

% 吴之杰

等-%.针对大数据的概念+ 价值+ 健康管理产业的内

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总结! 在此基础上提出

我国健康管理产业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战略% 隋栋

梁等-2.针对大数据与健康管理进行探讨并对大数据

技术在健康管理革新的推进作用进行展望%

%"新型健康管理平台需求

%$!"医院需求

%"#"#$建立线上线下服务模式!随着互联网及移

动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居民生活中的高速覆盖普及!

各行各业都已经在部署各自的移动互联网接入通

道! 线上线下互动结合的多种服务提供模式是医院

发展的必然趋势-3 ',.

%

%"#"!$贯通院内外服务需求!需要有完整的院

内+ 院外服务体系! 患者在获取院内+ 院外服务

时! 其能够自动对患者多种行为数据进行实时采

集! 可以对就诊环节+ 患者行为+ 服务质量和数量

按照一定的客户分析方法进行实时分析! 实现对服

务监管过程的全覆盖%

%$#"患者需求

将患者在健康管理机构的健康服务数据与医院

的医疗健康管理数据自动对接! 形成患者一体化健

康档案! 方便患者就诊和医生诊疗% 同时患者能够

通过移动健康)TT+ 网站享受自助健康在线服务%

%$%"第%方需求

目前包括健康管理机构+ 体检机构+ 第 $方检验

和 (或* 检查机构以及健康保险机构等已经开展各

种形式的第 $方健康服务% 但其共性的问题是以线下

为主的健康运营机构是重资产模式! 很难快速复制$

以互联网为主的轻资产模式! 由于缺乏医疗资源! 居

民和 (或* 患者及医生的接受度不高% 因此需要结

合深化医改的目标和国家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要求及健

康服务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 以互联网+ 大数据等技

术为依托! 搭建线上线下的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为患

者提供更加贴切的医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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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设计

&$!"平台架构

全程健康管理平台主要是将医院和健康运营

机构两大主体通过虚拟专用网 (W/9:=8CT9/D8:6Y6:J

H;9I! WTY* 通道相连! 通过数据交换服务平台实

现健康运营机构数据中心与医院信息平台的互联

互通! 实现业务+ 服务之间的联动% 同时将个人

自助健康服务数据与医生医疗健康管理数据自动

对接至医院电子病历系统! 形成患者一体化健康

档案 (Z1/D6908CV68C:5 &6>;9<! ZV&*% 平台总体

布局! 见图 *% 患者可通过移动终端+ 微信以及登

录网站等方式接受健康运营机构提供的自助健康

服务! 同时患者可通过移动终端及登录网站等方

式接受医院的医疗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信息运营

服务机构与医院信息平台开通专属的 WTY链路!

分配专属访问账户% 健康信息运营服务机构借助

WTY通道推送个人自助健康服务数据! 在医院信

息平台部署数据交换服务平台和专科医疗健康服

务应用! 医院信息平台依托数据交换服务平台自

动补充至医院电子病历系统! 医生登录医院电子

病历系统即可调阅患者的健康档案! 既实现对患

者的医疗健康管理服务! 也有助于疾病的诊断+

预防和控制-, '*#.

% 医生出具的健康评估或处方等

医疗健康管理数据依托数据交换服务平台推送至

健康信息运营服务机构数据中心! 由健康信息运

营服务机构对患者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图!"健康管理平台总体布局

&$#"关键模块

&"!"#$患者主索引 !'()*+,+-.*/0.)*+102

)-*()3(4*5" '/13# !主要用于医院患者基本

信息索引的 $ 类操作) 索引创建+ 搜索和维护! 可

以协助医生对患者进行智能搜索! 提高搜索效率和

准确率% 医疗机构通过建设 RSTU来识别+ 匹配+

合并以及取消重复的数据! 简化患者记录! 利用主

索引可获得完整而单一的患者视图% RSTU会为每

名患者创建 * 个唯一标示并和相关系统的医疗记录

的标示之间建立映射%

&"!"!$健康档案共享!主要涉及对患者在医院以

及健康运营机构等健康检查产生的电子病历和检查

结果共享% 电子病历共享是以个人基本信息为基

础! 通过市民身份识别主索引的方式来保证各个应

用系统识别出同一个人! 在就诊时形成就诊信息!

实现一方采集多方共享! 主要体现在调阅患者基本

信息+ 诊疗信息+ 就诊履历+ 在其他医院的住院记

录 M 个方面% 借助云计算等高科技手段实现对医院

间诊疗信息的共享和监控! 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

减少患者在检验检查方面的重复花费% 检查结果共

享主要包括检验检查信息采集+ 患者检验检查数据

推送+ 检验检查结果调阅 $ 个方面%

&"!"%$医疗大数据分析!大数据采集可以从海量

数据中搜集和整理有用的信息! 找出潜在的规律!

达到预测疾病发展趋势的目的% 通过后台的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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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决策分析及数据挖掘等操作! 在此基础上结合

医生自身的专业知识! 实现病情分析和预测! 为患

者或亚健康人群提供健康分析+ 疾病预防+ 健康饮

食等健康生活方面的规划和指导-** '*M.

% 系统对疾

病分析预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实现传统结构化医疗

数据与电子病历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有效结合! 解决

信息孤岛问题! 所有数据能够融为一体! 统一分

析% 通过自动聚类+ 自动关联等功能来挖掘出慢性

病患者的一些潜在规律特征与共性! 为慢性病的预

测分析提供依据% 可以由一些医学专家来人工植入

有意义的训练样本! 以提高系统对于疾病分析的精

确性和可靠性%

&$%"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服务流程!通过多种数据采集方式完成健

康数据的采集! 建立为客户定制的全维度健康档

案! 主要有患者以下信息) 健康状况+ 诊疗记录+

检验检查报告等% 对客户的健康档案数据挖掘和分

析! 如医疗比较效果研究+ 临床决策支持+ 单病种

分析+ 疾病模式和趋势分析+ 药物研发预测建模+

临床试验+ 个性化治疗等% 将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医

学专业相结合! 根据客户当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

式以及相关检测指标来评估目前的健康情况以及未

来患某些疾病的风险! 提供科学+ 健康及规律的生

活方式规划并定制相应的健康干预方案! 主要包括

饮食+ 用药+ 运动+ 心理健康等%

&"%"!$个人自助健康服务应用!平台将个人自助

健康服务数据与医生医疗健康管理数据自动对接至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 形成患者一体化健康档案! 由

健康信息运营服务机构对患者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同时通过移动健康 )TT+ 网站向个人提供自助健康

在线服务! 主要包括健康档案+ 健康咨询+ 健康教

育+ 健康评估与指导+ 辅助就医服务-*( '*2.

% (**

健康档案服务% 通过健康物联网体征感知采集终端

设备实现对基本健康指标的采集! 同时可通过 )TT

手工补充记录个人日常健康情况! 以完善个人的健

康信息数据% ("* 健康咨询服务% 通过留言及语音

等方式为用户提供远程健康咨询服务! 如服药+ 就

诊+ 健康等方面的知识! 实现医患互动% ($* 健康

教育服务% 通过信息推送的方式提供健康教育知

识+ 讲座等资讯! 居民按需订阅后系统自动推送健

康教育知识% (M* 健康评估与指导服务% 医生为患

者提供健康评估和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指导方案! 用

户可通过移动健康)TT查阅% ((* 辅助就医服务%

提供预约挂号+ 网上支付+ 实时查询排队情况+ 医

技预约及自助选择时间段等服务$ 提供检验检查报

告+ 费用查询等多种查询服务$ 满意度点评! 对医

院和医生的服务进行评价%

'"结语

在医改工作不断深化和健康服务业日益发展的

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健康医疗服务机构进行

日常的检查和治疗! 健康运营机构由于资源缺乏+

产业链延伸等原因希望与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对

接! 医院因对健康运营机构所拥有数据的获取需求

而希望与健康运营机构对接% 全程健康管理服务模

式创新性地将健康信息运营服务机构与医院信息平

台进行无缝对接! 实现健康信息运营服务机构数据

中心与医院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 基于对居民一体

化健康档案的挖掘分析! 将临床治疗和全程健康管

理相结合! 实现就诊前+ 中+ 后各环节一体化衔

接% 在服务范围上! 覆盖各类高危人群和患者$ 在

服务手段上! 满足现代医学模式的要求! 根据人群

个性化健康需求制定个性化综合干预措施$ 在服务

资源利用上! 以第 $ 方信息运营机构为纽带! 合理

利用第 $ 方健康信息运营机构信息技术资源+ 运营

团队资源以及医院自身医疗健康服务资源! 实现第

$ 方健康信息运营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体制与体系

结合创新服务模式% 相信借此能够建立互联网及移

动互联网患者服务通道! 优化就诊流程! 提高医疗

效率及服务水平$ 进而建立全维度患者档案和医院

客户关系数据分析体系! 实现医院服务提供与运营

战略的全面结合! 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

%本文转载自 &中国医学装备' "#*3 年第 $

期" 略有改动#(

参考文献

*!岳凯辉L健康管理中的道德建设 -[.L天津) 天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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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燕! 叶光群L浅谈健康管理从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开

始 -\.L中医药管理杂志! "#*#! *3 (**) 2% '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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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刘克浩! 肖龙飞L基于云平台和大数据的新型健康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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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杰! 郭清L大数据时代我国健康管理产业发展策略

研究 -\.L卫生经济研究! "#*M (%*) *M '*%L

%!隋栋梁! 于杰! 范子亮! 等L大数据技术在健康管理领

域的应用 -\.L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 (M*)

*2M '*2(L

2!詹国华! 何炎雯! 李志华L智能健康管理多源异构数据

融合体系与方法 -\.L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 ",

(,*) $2 'M#L

3!李建功! 赵文东! 王宁! 等L移动医疗终端呈现四大发

展趋势 -RX-]̂ .L-"#*2 '#3 '",.L5::7) --HHH+>HH+

16:+>1-@;A/C6-5:@C-"#**-3-",-"#**3",,"#2%*2$+5:@L

,!徐伟星L无线移动系统延伸医疗服务 -\.L中国信息

界! "#*( ((*) *#, '**#L

*#!程学旗! 靳小龙! 王元卓! 等L大数据系统和分析技术

综述 -\.L软件学报! "#*M (,*) *33, '*,#3L

**!移动支付领域大战正酣! 移动支付市场前景 -RX-]̂ .L

-"#*2 '#3 '",.L5::7) --HHH+80I>/+>;@->581F6-"#*(-

#$-#M-*#*,(BI_C̀ 8CC+05:@C

*"!袁慧颖L体检信息系统在医院的设计及应用 -\.L现代

医院管理! "#*$! ** ("*) 3$ '3%L

*$!严慈庆L建立以健康为核心的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L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 3 ($*) "#M '"#2L

*M!白雪竹! 郭青L微信///从即时通讯工具到平台级生态

系统 -\.L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M

("*) *$# '*$$L

*(!刘晓燕! 陈博! 王晓盈! 等L移动互联网健康管理系统的

研发与应用 -\.L现代医院管理! "#*M! *" (%*) 2M '2%L

*%!任英杰L基于融合技术的智慧健康管理框架 -\.L信息

技术与标准化! "#*M (M*) *2 '"ML

*2!陈洋L未来移动支付与移动银行的 , 大趋势 -RX-]̂ .L

-"#*2 '#3 '*#.L5::7) --A=0/16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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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 编辑
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3 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 前瞻性+ 实践性' 为特色! 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 展示学科应用成果! 引领学科发展方向% 现对 "#*3 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 &互联网N' 环境下医药卫生发展的新方向+ 新举措$ " 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战略$ $ 信息化助力医疗服务

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技术方案与典型案例$ M 医疗卫生信息相关标准研究与应用$ ( 医疗卫

生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

二# 医学信息技术

* 人工智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与应用$ "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管理+ 挖掘及应用创新$ $ 移动互联网在医疗卫生

领域的具体应用及技术实现$ M 精准医学与个性化医疗技术研究与应用$ ( 物联网+ 智慧医疗+ 远程医疗服务与健康管

理$ % 医疗云平台功能+ 技术+ 系统架构及基础设施构建$ 2 医疗信息融合共享机制及安全监管%

三# 医学信息研究

* 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及方法研究$ " 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战略$ $ 公民健康素养培养及健康促进$ M 医学智库

研究与智库服务$ ( 医药卫生知识发现技术与实现%

四# 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 &互联网N' 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创新举措$ " 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 $ 需求与技术双驱动下

的数字资源建设与知识服务$ M 医学数字文献+ 数据管理与长期保存研究$ ( 医学图书馆区域合作及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五# 医学信息教育

* &互联网N' 环境下医学信息专科+ 本科+ 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 改革与实践创新$ " 医学信息素

养教育$ $ 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先进理念综述%

% &医学信息学杂志'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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