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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为例，从操作流程、功能模块两方面阐述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智能化心理测
评系统设计，介绍系统应用情况，指出该系统有助于提升测评结果准确度，提高心理诊疗工作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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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心理健康评定是一切心理诊疗的基础，也是心

理学研究方法之一。然而因量表选择与测评方法不

当、受测评者资质经验及测试对象等因素的影响，

心理测评结果与被测评者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存

在一定问题和偏差，给心理评定工作带来不良后

果［１］。心理测评系统信息在国内起步较晚，使用该

类系统的医院很少，自主研发的更是为数不多。解

放军第一七四医院目前具有几套针对不同问题的心

理测评系统，均为医疗设备供应商附带，其中两套

为单机版、１套为互联网版，３套系统均独立于本
院信息系统之外。医务人员大多需要用纸质表格为

患者测评，手工计算测评得分并给出测评结论，不

仅增加心理门诊和临床医务人员工作量，且对后期

患者的跟踪统计分析造成不便，为此开发一套以解

决心理测评问题为主、可接入医院信息系统的智能

化心理测评系统已成为本院开展心理诊疗工作的迫

切需求。

２　流程设计

２１　系统操作流程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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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心理测评系统操作流程

　　本系统主要用户分组有管理员组、医生组、护
士组和测评用户组。不同用户组登录后进入对应操

作界面，根据所分配的权限进行相应操作。管理员

可以对系统字典进行管理，审核全院评估报告，对

全院患者进行测评管理，查询、添加、修改或删除

全院测评用户信息。医生对名下患者下达测评医嘱

并可对其测评用户信息进行查询、添加、修改和删

除。护士对本科患者的测评医嘱进行转抄执行，对

本科测评用户信息进行查询、添加、修改或删除。

测评用户可以读写测评试卷，填写用户基本信息和

查看测评报告。

２２　数据流

为实现本系统与现有医院信息系统的结合，创

新性地将心理测评系统相关数据存放于检查数据之

中 （如影像、超声），从申请到出具报告的全流程

与检查流程一致。创建心理测评相关题库表、答案

表、评分表、得分表等一系列独立数据表。数据流

始于医生开具检查申请并写入表 ＥＸＡＭ＿ＡＰ
ＰＯＩＮＴＳ，止于写入检查报告表 ＥＸＡＭ＿ＲＥＰＯＲＴ之
中，测评报告包括总分、细分、结论与建议，分别

对应 ＥＸＡＭ＿ＲＥＰＯＲＴ中相应字段。医院所有信息
系统相关软件都可调取到测评相关数据结果，从而

实现真正意义上与医院信息系统结合并共享数据。

“军字一号”医院信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

有价值的医疗数据［２］。医生可以调取相关有价值的

医疗数据对测评用户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诊疗。

３　功能模块设计

３１　查询

方便管理员查询测评用户信息，管理员可通过输

入ＩＤ号查询姓名，或输入姓名查询年龄、测评类
别、测评量表名称、测评记录，医生诊断等信息。

３２　测评

主要模块，系统目前收录符合国际标准的６套
心理测评量表，精神心理科统一给定其评分规则、

评估结论。通过点击 “开始测评”进入该模块，系

统自动匹配测评用户申请的对应测评题目，逐条显

示在系统中，方便其作答。心理测评量表题目主要

分为选择题与填空题两类，选择题又分为单选与多

选。系统自动识别题目类型，控制可选项个数，将

所选项目标记红色，以防止答题者漏答、错答。填

空题分为文字类与数字类，数字类又分为时间类或

其他类别。系统自动判断题目类型，若出现答题不

合理则给予提示。题库内容可由管理员维护、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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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智能化报告处理

３３１　概述　核心模块，也是系统智能化的关键

体现。心理测评量表具有结论多、无标准答案、打

分统计方法复杂等特点，且不同测评量表所测评的

心理问题也不尽相同，例如焦虑、抑郁、睡眠质量

测评等。此外同一测评量表中不同答题组合对应的

结果也完全不同，一个答题内容的差别就可能导致

结果产生巨大差异，排列组合能产生千百种结果。

这对系统处理答题内容和生成报告带来难度，应以

先细分再整合的方式来处理以上问题，最终使系统

体现其智能性。

３３２　量表打分规则的细分归类　以国际标准化

测评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为例详述其

设计思路。首先将该量表统计结果划分为Ａ睡眠质

量、Ｂ入睡时间、Ｃ睡眠时间、Ｄ睡眠效率、Ｅ睡

眠障碍、Ｆ催眠药物、Ｇ日间功能障碍７个计分因

子，见表１。将该量表所有题目也进行相应划分，

将相应题目归类至对应因子下。归类后获取患者所

答内容，筛掉冗余数据。计算出各个题目所得分，

再将不同计分因子统计标准与各计分因子进行对比

计算得出各因子得分，以此实现将所答题转化为各

分类因子得分。

表１　睡眠质量指数

项目 ０分 １分 ２分 ３分

睡眠质量　　 好 较好 较差 很差

入睡时间　　 ≤１５ｍｉｎ １６～３０ｍｉｎ ３１～６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睡眠时间　　 ＞７ｈ ６～７ｈ ５～６ｈ ＜５ｈ

睡眠效率　　 ≥８５％ ７５％～８４％ ６５％～７４％ ＜６５％

睡眠障碍　　 无 ＜１周／次 １～２周／次 ＞３周／次

催眠药物　　 无 ＜１周／次 １～２周／次 ＞３周／次

日间功能障碍 无 偶尔 有时 经常

　　注：睡眠效率＝睡眠时间／（起床时间－上床时间）１００％。

３３３　报告结果整合匹配　细分归类完成后，整

合得到各个因子得分，将各计分因子根据表１公式

计算得到 ＰＳＱＩ总分。将得到的总分划分区间，不

同区间对应不同报告结论，得分越高者睡眠质量越

差，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具体分类方法此处不

一一赘述。将分类因子得分整合为 ＰＳＱＩ总分最终

转化为结论，再通过结论系统自动匹配事先管理员

录入的医师建议，最终生成完整报告。测评者提交

完成题目后，系统将立刻反馈评估结果并生成报

告，心理医生可通过系统对其报告进行查阅、审

核，对有异议的报告进行修改，审核后对所生成的

报告进行打印。

３４　查询统计

系统能够按评分结果查询统计数据，例如可以

统计参与测评某一量表的患者中不同评分的人数，

查看各分数段内各科室患者数量和明细信息。可通

过不同答题内容筛选统计数据，例如选择统计匹兹

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中选择睡眠时间 ＜６小时的患

者。该功能有助于心理相关科室对于心理诊疗的优

化，为诊疗方案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３５　应用情况

该系统已在全院稳定运行，促使临床科室对

患者心理健康的更加重视，各科室专门设立管理

员，利用系统对患者进行心理测评。心理医生通

过系统调阅和评估各科室患者心理报告，加强对

全院患者心理状况的掌握，大大提高心理诊疗工

作质量和效率，降低心理问题导致的不必要医疗

事故发生率。依靠计算机强大的数据计算和分析

储存能力，取代传统的纸笔测验形式，不仅能减

少人为因素影响，提升测评结果准确度，还有助

于测评结果的归纳分析。全面整合数据以及不断

捕捉数据动态变化的功能将实现数据库以及常模

的动态更新［３］。一方面，通过收集、统计相关心

理测评数据，优化诊疗方案加快患者康复；另一

方面，分析海量数据，对患者职业、年龄、性别、

行为表现等进行归类，从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

降低发病率。在使用过程中，针对临床医务人员

提出的建议，持续优化系统。未来将通过该智能

化心理测评系统，进一步构建社会公众心理健康

模型，为心理健康问题提供更有针对性和适用性

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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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人工智能是当下计算机行业未来的新方向，是

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利用机器学习

方法，可根据获取的数据来分析结果［４］。结合人工

智能技术，运用人工智能思维方法，使系统能够自

动分析所有测评患者数据，归纳普遍存在的心理问

题，进行智能化数据归类总结。下一步将在此方面

对系统进行优化完善，为心理学科相关医务人员提

供更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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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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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临床应用；４医学智库研究与智库服务实践；５医学数据中心建设及数据挖掘、关联应用；６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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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服务体系建设；２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方案；３信息

化助力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及解决方案；４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现状和应用；５医疗卫生信息

化相关法律法规。

三、医学信息技术

１医用机器人的系统研发、模型设计及典型案例；２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科学管理及智能分析；３精准医学与个性化医

疗技术研究与应用；４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诊疗及健康管理中的综合运用；５健康云平台功能、技术、系统架构及基础

设施构建；６５Ｇ医疗技术应用及实践；７临床医疗可视化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医学应用；８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与风险评估。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创新举措；２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型媒体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３知识发现技术

进展及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演变；４区域医疗卫生信息资源整合及共建共享；５基于医学数据图书馆、数据馆员的

新型专业实践。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互联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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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医学信息学

专业课程设置及复合型人才培养；３网络化、数字化医疗信息教育培训平台及在线课程；４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科普知识

精准教育；５中外医学信息学教育比较研究。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９６·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