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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构建患者全息视图的背景，阐述系统关键技术、多功能模块组成及功
能实现，指出构建以临床数据中心为基础的患者全息信息系统有助于提高医疗质量和医护人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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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院信息化不断深入，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运

行着几十个临床业务信息系统。而医护人员在日常

查房、交班、病例讨论、会诊等诊疗过程中，需要

汇总患者各方面的医疗信息时，往往需要反复打开

不同数据来源的各临床信息系统，查询调用对应数

据，甚至有时需要手工汇总资料［１］，大大降低工作

效率。另外各系统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科需要投

入大量时间精力用于维护和联通各个子系统。

针对此现象，医院首先对内部各业务系统流程

进行重新梳理，将各个分离的数据、功能和信息系

统筹到相互关联、统一协调的临床数据中心 （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ＤＲ）之中，使资源达到充分

共享。患者全息视图系统则以临床ＣＤＲ数据中心为

基础、以患者为核心，是对各类数据进行再利用的

信息化系统，把患者基本资料、诊疗和临床等信息

进行规范化整理和存储，再统一浏览和展示，能够

提供接口，允许医院信息系统或其他临床业务系统

进行实时嵌入式调用。

２　系统设计关键技术

２１　以ＨＬ７为标准的ＣＤＲ

基于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平台建立的临床数据中心是全

息视图系统的基础。由于医院临床业务系统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通常各系统都建有自己的主索引，数

据存储格式不一致，难以实现相互间的交换和共

享。临床数据中心必须将各自系统清洗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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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统一的主索引和主数据管理进行数据的集

成。ＣＤＲ最重要的两个组件是主索引和主数据的管
理。（１）患者主索引建立。必须通过唯一患者号与
患者主索引进行一一关联，患者身份的唯一性识别

与整合是实现ＣＤＲ共享的基础。只有建立患者身份
匹配模型，形成患者主索引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上

将各临床业务数据通过就诊流水号统一有效地关联

到患者主索引上，才能使患者的历次医嘱、病历、

检验检查、手术等诊疗数据串联起来，从而达到以

患者为中心的历史就诊数据信息应用［３］。（２）ＣＤＲ
主数据管理。全院的基础主数据字典尽可能按照国

家标准数据集实现数据统一标准化，提供管理工

具，实现对各业务系统中的基础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ＣＤＲ的数据必须具备实时性。各临床业务子系
统多通过 ＯｒａｃｌｅＧｏｌｄｅｎＧａｔｅ（ＯＧＧ）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ＳＩＳ）工具实现异
构数据库之间的实时同步。ＯＧＧ是通过解析源数据
库在线日志或归档日志获得数据的增量变化，再将

这些变化应用到 ＣＤＲ，从而实现源数据库与 ＣＤＲ
同步。ＳＳＩＳ是微软公司数据仓库的提取、转换和加
载ＥＴＬ包的平台工具，是否性能数据集成解决方
案。两类工具都可以跨越不同操作系统和数据库平

台实现大量数据的实时复制。全息视图与ＣＤＲ的关
系架构，见图１。

图１　系统架构

２２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

将全息视图系统融入到各个业务系统中进行交

互调用，不再需要反复登录，在相应的系统中找到

某个患者后就可以查看该患者的信息集成视图，这

样更能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将患者的每个信息独

立构建一个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ＰＩ）服务，各子系统通过直接调用 ＡＰＩ接口实现
全息视图的Ｗｅｂ页面的查询。例如可在住院医生工
作站、检验等临床系统中嵌入 Ｗｅｂ调用，通过 ｈｔ
ｔｐ：／／ｓｅｒｖｅｒＮＡＭＥ／ｃｌｉｎｉ／０００３９３３６８１中患者唯一索

引号调用其全息视图系统。医生可在调用的全息视

图系统Ｗｅｂ页面上对患者临床就诊信息进行复制、
粘贴等操作，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２３　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工具

解决全息视图数据分析和检索的问题。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是采用ｊａｖａ语言基于Ｌｕｃｅｎｅ构造的开源分布
式的搜索引擎。能够实时搜索，支持数据跨月甚至

１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查询与导出，可实现限定按条
件的检索数据查询结果秒级返回。全息视图系统还

可在以此全文检索的同时对相应的数据进行索引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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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面向服务的形式开放，使得患者的数据最终

快速、可视化地展现出来［４］。全息视图系统结合医

疗业务数据的不同类型，对数据分别进行趋势、对

比、因素、回归等分析，最大化挖掘数据中有用的

决策信息［５］。

３　全息视图系统功能模块介绍

３１　整体架构

患者全息视图是体现患者诊疗活动全程历史记

录的多视角浏览界面，基本功能是将医生关注的患

者临床信息，包括其历次就诊记录进行全方位的展

现，涵盖多院区门急诊、住院、体检的患者基本信

息、就诊记录、过敏信息、诊断记录、电子病历、

护理记录、生命体征、各种检查检验报告、影像资

料、手术信息等。系统能够按科室、时间轴、病种

等进行层级获取，对患者手动设置关注的管理标签

进行统一管理，或根据病案首页信息对患者进行检

索分析，通过专科病历特点进行患者检验或其他关

键指标累积比较，支持用户按需定制［２］。该系统还

可为医务人员的诊疗计划提供全面数据支持，其系

统功能架构，见图２。

图２　系统功能架构

３２　就诊和临床视图

按照医生查阅习惯，全息视图系统一般按照患

者就诊视图和临床就诊信息视图等方式展现，可实

现多细节分级层次的可视化。就诊视图是以患者就

诊时间为索引，按时间顺序进行查阅。医生可以直

接通过患者就诊时间轴筛选就诊记录，或者通过时

间段内的门诊或者住院等就诊类型查询就诊记录。

临床视图是按照患者的就诊诊断、门诊处方、住院

医嘱、病历文书、检查、检验、手术／手麻记录、
一般护理记录／出入量、医嘱执行等所有临床信息
分类进行查询。

３３　高级筛选与分析

全息系统除提供直观患者视图查询外，还可直

接输入关键字检索，或根据患者 ＩＤ、姓名、科室等
信息进行高级筛选等。医护人员可对筛选的检查检

验结果或者用药记录等进行对比和趋势分析，为医

护人员的科研分析提供数据依据和便利。

３４　界面简洁明了

患者全息视图系统主要是通过患者主索引对所

有诊疗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整合，系统采用Ｗｅｂ
（下转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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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洞悉用户搜索心理和行为，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善

用户体验，提升健康宣传价值。因此在发布高血压健

康知识时，首先应该考虑用户的关注点，在信息中将

这些关注点突出显示，便于用户搜索。比如通过百度

指数发现近期市民对 “高血压的治疗与饮食”、“高

血压的治疗方法”、“高血压是怎么引起的”、“症状”

等信息较为关注，那么疾控机构在发布高血压相关健

康信息时，应该精准推送市民关注的信息，从而提升

用户体验，真正实现健康信息的有效传播。

５　结语

本研究结果为有关部门开展高血压健康教育从

开展形式、场地和时间上提供借鉴。建议相关部门

及机构采取措施，联合多部门，预防及控制居民高

血压，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１　田野，陈娟，王海鹏，等．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我国成人高

血压流行趋势分析 ［Ｊ］．中国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５

（２）：１３８－１４２．

２　潘琦，郭立新，刘薇，等．湖北省１５岁以上居民高血

压患病状况分析 ［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６，４５（１８）：

２５３２－２５３４．

３　魏萌萌，魏进．国外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及其对我

国的启示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３）：１２－１６．

４　韦雪侠，赵文龙，张世强，等．泛在网络环境下的高血

压健康信息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Ｊ］．医学

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７（５）：１０－１３．

５　ＺｈａｏＹ，ＸｕＱＮ，ＣｈｅｎＹＰ，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ＢａｉｄｕＩｎｄｅｘｔｏ

Ｎｏｗｃａｓｔ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Ｍｅｔａ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２０１８，１８

（１）：３９８．

６　王睿，蒋贞阳，魏鹏程，等．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

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９，４０（３）：６６－６８，７４．

７　魏永平，王秀云，陈薇．气温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

影响的研究 ［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４，２０（５）：９３－９４．

８　ＬｉＺＨ，ＬｉｕＴ，ＺｈｕＧＨ，ｅｔａｌ．ＤｅｎｇｕｅＢａｉｄ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ｄｅｘＤａｔａ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ＤｅｎｇｕｅＥｐｉ

ｄｅｍｉｃ＿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ｅｃ

ｔｅ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Ｐｌｏ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２０１７，１１（３）：ｅ００５３５４．

９　严毅，刘胜林，程鹏，等．基于网络用户搜索行为的医疗

器械关键词分析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２（３）：９５－９７．

１０　ＬｉｕＫＫ，ＷａｎｇＴ，ＹａｎｇＺＣ，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Ｂａｉｄｕ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ｄｅｘ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Ｄｅｎｇｕ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６（６）：３８０４０．

（上接第４０页）
界面简洁明了，界面元素不多，易于医护人员的操

作与掌握。

４　结语

患者全息视图系统体现 “数据从临床中来，应

用到临床中去”的利用原则，医护人员可灵活快捷

获取患者所有就诊信息，各种电子病历数据的前后

因果关系一目了然，不仅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患者病

情发展状况，还可直观地了解患者对各种诊疗措施

的临床效果，同时通过翻阅患者的历史病历数据，

为下一阶段的诊疗工作提供丰富的参考信息。该系

统以临床数据为基础，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诊疗

事件为纽带，以异构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与云计算技

术为手段，使得医疗过程更快捷安全，医生与患者

沟通更顺畅有效。系统在临床的应用将突破既往多

信息系统间数据契合与应用的瓶颈，为医护人员提

供一个集中展示患者全部就诊信息的门户，助力医

院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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