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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目标、措施、总体设计思路几方面详细阐述海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指出该平台有助
于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促进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实现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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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海南省自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在全省开展基层中医医
疗机构信息化建设，统一建立中医馆信息化系统，

其数据中心部署在海南省中医院。海南省开展具有

中医特色的电子病历、区域信息平台、远程医疗、

远程教学、分级诊疗等医疗活动相对进展缓慢。作

为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中医馆缺乏与名老中医之间

互动交流以及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医疗信息系统作为

支撑。为切实提高海南省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完善

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全面建成以中医类

医院为主体、综合医院等其他类别医院中医药科室

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中医门诊部和

诊所为补充、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网络［１］，近

年来该省大力推动 “互联网 ＋”中医医疗服务模
式，有序开展和推进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２　总体目标与措施

２１　目标

全省拟接入２００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中医综合服
务区，后期计划将县级及以上中医医院接入其中。

海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总体建设秉承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统一部署原则，以需求为导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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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促发展，整合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基层

中医馆医疗服务能力，同时按照各部门、各地区协

调推进、分步实施等原则落实平台建设工作。

２２　措施

２２１　建设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　海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是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的业务主管单位与责

任主体。２０１６年８月该局研究决定将海南省中医药
数据中心设在海南省中医院，主要依托于该医院现

有软硬件、专业技术人员、临床科研人才等资源。

目前海南省中医药数据中心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和省

中医院双重管理，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秘书、专职

业务技术团队、专家组。其中专职业务技术团队主

要负责运维管理和云平台推广应用与实施，建立健

全中医药统计信息工作制度，完成国家和省级中医

药主管部门交办的统计信息及相关工作任务。

２２２　开展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及安全
建设　海南省中医院依据 《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建

设基本要求》，按照 “填平补齐，适当留有余地”

的原则建设网络、数据库、存储系统等基础设施与

安全系统，满足平台业务与管理需求。在网络系统

建设上，采用核心交换机 ＋汇聚交换机 ＋医院业务
汇聚交换机３层组网架构，保证业务系统间横向交
互和中医馆纵向互通。在数据库系统建设上，采用

机架式高性能服务器构建数据库集群与审计系统；

在存储系统建设上，配置两套双活功能存储服务

器，采用容灾服务器、数据备份等避免发生故障时

信息系统中断，强化数据恢复措施，保证数据安

全。在安全系统建设上，数据中心建设通过网络信

息安全３级等级保护测评，运用防火墙、防病毒系
统、入侵检测、数据库审计、日志安全审计、安全

套接层虚拟专网 （ＳｅｃｕｒｅＳｏｃｋｅｔｓＬａｙｅｒ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
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ＳＬＶＰＮ）等技术，建立安全隔离区
与各级访问的专用加密隧道，做好访问控制，实时

动态监控数据库相关操作，构建一个规范、安全、

系统、全面的工作支撑平台。

２２３　建设中医馆健康信息云平台和数据接口　
（１）部署平台系统。部署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环
境，包括建立基础库、初始化设置、流程调试、模

拟运行、正式运行等，在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馆安装与调试中医电子病历、辅助开方、中医远程

诊疗和教育等系统。（２）应用软件客户化。根据各
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以及中医馆运作模式

具体情况，开展本地化工作，包括流程优化、模版

建立、基础数据库个性化、知识库本地化以及其他

应用开发。（３）开发接口与实施。实施中医馆健康
信息平台与本地相关业务系统间数据接口对接。包

括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

卫生院）现有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省、市、县级区域

平台间数据接口。（４）人员培训。对使用中医馆健
康信息服务平台的医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包括省

级中医药数据中心技术人员、基层中医馆信息人

员、医护人员系统操作等培训工作，同时建立线上

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提供线上教育培训与实时咨询

服务。

３　总体设计思路

３１　业务管理流程优化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应用主要是与基层中医馆

信息系统衔接，采用省－市－县 （区） －基层４级
的医疗服务体系与统一集中部署建设方式，面向全

省各地市中医院、县级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

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信息系统、区域医疗协同

管理、区域综合管理、医疗信息化云服务等。其业

务管理流程如下：首先由基层中医馆医务人员登录

医院信息系统，通过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进入中医

电子病历、辅助开方等模块对患者基本信息、中医

电子病历进行录入并开具电子处方；期间生成的中

医药电子病历信息存入中医药知识库，存储在数据

中心服务器中。如需在诊疗期间与上级医疗机构进

行远程会诊，则通过远程医疗模块发起申请，与专

家进行会诊视频，辅助诊断、开具处方。可通过远

程教育培训进行在线交互式学习来提高医务人员专

业知识水平。业务主管单位通过业务监督系统对整

个平台数据进行实时动态监控、统计、分析与决

策。业务管理流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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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医馆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业务管理流程

３２　架构设计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主要由标准规范体系、安

全保障体系、资源库、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门户、

统一面向服务架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ＯＡ）应用支撑平台、数据中心６部分组成。其中
标准规范体系依据国家、行业颁布的中医药卫生标

准；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门户是最核心部分，主要

负责为用户提供应用服务；安全保障体系负责平台访

问控制和安全防护；资源库提供临床知识库，辅助科

学决策；统一ＳＯＡ应用支撑平台负责运行各种软件
和组件，实现与医院业务系统集成与接口衔接；数

据中心负责提供基础设施以及整体平台运维管理。

海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总体架构，见图２。

图２　中医馆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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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功能结构

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数据中心和中医

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有关规范和要求设计，主要涵

盖９项功能，见图３。

图３　中医馆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功能结构

后期将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开展海南省本地化开

放改造，联通中医馆。 （１）中医馆健康信息门户。
作为统一对外服务出口［２］，提供名老中医专家介

绍、中医药知识库等服务。（２）中医电子病历。用
于智能化采集患者基本信息，提供病历模板选择、

直接诊断等服务。（３）中医辨证论治系统。协助基
层中医馆医生开展日常工作，提供辨证论治、直接

选方、合理用药等服务。 （４）中医药知识库系统。
主要包括名医医案、方剂、中医古今文献知识

库［３］，具有名医医案、古今文献检索等功能。 （５）
中医远程会诊系统。为医务人员提供远程会诊申

请、联合问诊等服务。（６）中医远程教育系统。为
医疗人员提供线上教育培训与实时咨询等服务。

（７）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系统。为公众提供互联网

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信息化服务，包括专项健康监

测、健康管理评估等。 （８）中医临床业务监管系
统。对医疗业务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与监

管。（９）中医医院信息系统。与中医馆健康信息平
台建立接口，开展基层中医馆日常业务工作，实现

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

４　结语

海南省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充分体现以患

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中医业务规范和信息标

准规范化基础数据，运用云平台、大数据、 “互联

网＋”等技术横向集成医院业务系统，纵向打通基
础中医馆数据，实现基层中医馆间数据共享、业务

协同与互联互通，有效整合与优化海南省各级中医

医疗机构卫生资源、医疗人才、信息系统等，构建

中医药临床数据支撑平台与管理服务共享体系，为

海南省医疗卫生信息资源宏观调控和决策支持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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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三位一体老年慢性病健康服务模式探讨 ［Ｊ］．中华

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１６０２－１６０３．

７　陈家应，胡丹．改善健康服务，推进新时代 “健康江

苏”建设 ［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１８（２）：９９－１０２．

８　丁腊春．基于远程语音体征监测机器人的居家健康管理

系统研究与设计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８，１３（１０）：

４４－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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