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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深圳市６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调查对象，从硬件条件、软件系统、组织机构、人才队伍、资
金投入等方面调研其信息化建设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包括合理规划公共卫生信息化机

构和人力配置，重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落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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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公共卫生体系信息化建设工作经过多年发展，

已初步形成多个公共卫生业务工作平台与信息系

统，与此同时原有相关业务信息系统逐步在跨领域

业务信息交换和业务协同新场景中呈现出信息孤岛

和信息烟囱问题［１］，解决各公共卫生机构不同业务

信息系统存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障碍，已成为

提升公共卫生体系服务能力和效率的迫切需求。随

着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过程

中支撑、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

建设将成为打造 “深圳样板”的关键支撑［２］。《深

圳市卫生健康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完善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大力推动医防融合发展，是推动深圳

市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３］。深圳市公共

卫生机构在重大公共卫生战略、策略、路径、项目

等方面研究和管理能力正处于持续性提升中［４］。当

前深圳市公共卫生体系业务协同受制于不同类别业

务工作运行机制的差异，尚无法满足 “３位一体”
防控机制现实需求。依托深圳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工

程 （“１２３６１工程”）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全市公共
卫生体系内不同机构业务协同配合，已成为增强全

市公共卫生体系服务能力的核心环节。为了解深圳

市公共卫生信息化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对该市６
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进行现状调查，为推进信息化

建设提供依据。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２５日对深圳市６家市级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开展调研，包括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

进中心、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

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２　调查方法

主要通过文献调研和结构化调查表对深圳市６
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部门领导、专兼职人员

和相关厂商运维人员展开关键知情人访谈和焦点小

组访谈，从硬件条件、软件系统、组织机构、人才

队伍、资金投入等方面全面了解机构信息化建设现

状、存在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采集机构存量信息

系统建设和使用情况数据，运用 Ｔａｂｌｅａｕ可视化软
件对数据进行整理。

２３　质量控制

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调查数据进行双录入核

查；定性访谈进行现场记录和电子录音，反复听取

录音整理访谈记录。

３　结果

３１　信息化部门及人员概况

调查发现６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中，除深圳市健
康教育与促进中心外，其他机构均设置专职部门负责

信息化工作，但具体职能各有侧重。深圳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

信息化部门主要负责本机构信息化软硬件建设和日常

运维，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信息化部门则同时兼顾相关公共卫生业务日常管理工

作。信息化人力配置方面，各机构人员配置最少为５
人，最多为１１人。其中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
配置１人，兼职负责信息化工作，其余机构专职人员
以合同聘用形式居多，见表１。

表１　深圳市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部门及人员概况

项目
深圳市健康教育

与促进中心

深圳市慢性病

防治中心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深圳市精神

卫生中心

深圳市妇幼

保健院

深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差额拨款 差额拨款 差额拨款 差额拨款 全额拨款

专职部门名称　　　 无 信息科 信息科 医学信息科 妇幼信息科 信息技术部

专职人员数量 （人） １（兼职） ５（编内３，合同２） ５ １１（编内４，合同７） ５（编内２，合同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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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系统建设

６家公共卫生机构已建有业务相关信息系统４４
个，依托 “１２３６１工程”在建系统６４个，深圳市健
康教育与促进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各有６个

和５个系统有明确业务需求但未立项待建设。信息
安全等级保护认证方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通过

３级认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通过２级认证，其余３家机构未通过认证，
见表２、图１。

表２　深圳市公共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建设概况

项目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

促进中心

深圳市慢性病

防治中心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深圳市精神

卫生中心

深圳市妇幼

保健院

深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存量系统 （个）　　　 ５ １３ １１ ７　　　　　　 ３０　　　　　　 ４２　　　　　

已建系统 （个）　　　 － １３ １ ３　　　　　　 １　　　　　　 ２６　　　　　

在建系统 （个）　　　 ５ － １０ ４（系统更新） 　２９（两大平台） １６　　　　　

待建系统 （个）　　　 ６ － ５ －　　　　　　 －　　　　　 －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认证 无 无 无 通过３级认证　 通过２级认证 通过２级认证

图１　深圳市公共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建设概况

３３　经费投入

调查发现除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外，其

余机构每年都有信息化运维经费投入。各机构信息

化建设年均运维经费差异较大。依托深圳市

“１２３６１工程”建设，除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外，
各机构均有新增经费和项目投入，见表３。

表３　深圳市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投入情况 （万元）

项目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

促进中心

深圳市慢性病

防治中心

深圳市职业病

防治院

深圳市精神

卫生中心

深圳市妇幼

保健院

深圳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年均运维经费　　　　 － 无固定经费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２３６１工程”经费投入 １３８ －　　　　 ５０３ １６５　　 ５３９ １１９９

４　讨论

４１　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不均衡

人力资源是保障信息化发展的重要资源，信息

化建设人才是根本和基础［５］。公共卫生信息化人员

数量是决定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

各机构人员数量分布不均衡，人员配置最少为 ５

人，最多为１１人，聘用形式存在编制和非编制的

区别。信息化专业机构设置方面，部分机构内部尚

未设立信息化管理专职部门。

４２　信息系统建设和信息安全保护等级差异性大

信息系统是支撑信息化建设的基础［１］。当前

“１２３６１工程”以项目为导向提出全市人口健康信息

化建设实施方案，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内容是以加

强公共卫生业务监管为目标，主要着眼于存量和部

分增量资源的整合项目建设［２］。调查发现一方面已

有数量繁多的存量信息系统资源，部分资源甚至存

在多方重复建设的问题；另一方面尚存在大量未被

满足的业务信息化建设需求，公共卫生机构信息系

统建设存在较大差异。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是对信息

·６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网络系统和重要信息系统按其重要程度及实际安全

需要，合理投入，分级保护，保障信息安全和信息

系统安全、正常运行，促进信息化建设健康发

展［６］。调查发现信息安全保护等级差异性大，只有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通过３级保护认证，有５０％的

公共卫生机构未通过认证。

４３　系统经费投入力度差别大

经费投入力度能够反映政府决策等部门对业务

的重视程度［７］。根据初步汇总结果 “１２３６１工程”

在公共卫生相关信息系统建设投入经费总计约３３００

万元左右，依托该项目新建系统总量规模超过深圳

市各家公共卫生机构此前存量信息系统资源总和，

而这一资金投入规模不足于深圳市卫生健康信息化

大平台３９６亿元投入资金的１／１０，全市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远低于医疗服务体系

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机构内部，除深圳市健

康教育与促进中心外，其余机构每年都有信息化运

维经费投入。各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年均运维

经费差异较大。

５　建议

５１　合理规划机构和人力配置

信息化管理机构的设立，目的是保障信息存储

和调用，促进决策和组织协调［８］。公共卫生信息化

人才作为专业的卫生信息人才，是公共卫生信息化

发展的重要保障［５］。针对目前深圳市部分公共卫生

机构内部尚未设立信息化管理专职部门以及人员数

量分布不均衡问题，一方面建议在充分研究和理解

打造健康中国 “深圳样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重大

战略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明确深圳市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战略定位，以此作为全市公共卫生信息化规划

出发点，重视对公共卫生机构内部信息化管理部门

设置的规划制定。另一方面建议加大信息化人才引

进力度，加强公共卫生信息管理人才队伍建设，需

要同时具备预防医学、管理学、计算机技术知识的

高级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复合型人

才非常匮乏［９－１０］，重视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培养，合

理规划机构信息化部门人员配置，为公共卫生信息

化发展提供人力支持和保障。

５２　依托 “１２３６１工程”总体架构和标准统筹推
进各系统建设

　　深圳市人口健康信息化项目 （“１２３６１工程”）
建设是构建创新引领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举

措，有明确的总体架构和建设标准规范体系［１１］。公

共卫生领域的信息化建设被具体化为区域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中的 “公共卫生信息管理子平台”建设，

以及６类业务应用系统中的 “公共卫生类应用系

统”建设。建议依托 “１２３６１工程”总体架构和标
准统筹推进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业务应用系统建

设，梳理和确认存量、在建、待建系统中是否存在

业务交叉或重复建设问题，对卫生信息资源统一集

成管理。

５３　重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落实

公共卫生相关信息系统是关乎国民健康和社

会发展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信息安全

也涉及社会稳定［１２－１３］。我国在加强信息安全保障

工作相关政策方面有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

本次调研发现部分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安

全等级保护工作存在空白和盲点，业务信息系统

运行和维护存在安全隐患，部分机构对于信息系

统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落实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建议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加强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尤其在管理层面强化信息安

全配套措施落实，以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建设

达标为基本要求。信息技术部门应通过定期宣传

和内部培训，提高业务人员对于信息安全的责任

意识，明确数据安全作为信息系统安全网底的重

要角色。同时可考虑依托 “１２３６１工程”的网络
安全整体防护体系建设，在部分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探索推行信息安全体系化管理，应用专业的体

系化管理方法，推动公共卫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体系化和持续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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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本研究对深圳市６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信息
化部门领导、专兼职人员和相关厂商运维人员开展

关键知情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从硬件条件、软

件系统、组织机构、人才队伍、资金投入等方面全

面了解深圳市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现状、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建议，为推进深圳市信息化

建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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