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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各方对卫生信息标准服务需求，从目标、应用架构、数据组织和具体功能等方面阐述卫生信
息标准服务平台设计，提出相关建议，包括完善卫生信息标识分类代码体系，建立开放信息标准制修订平

台，加强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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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加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卫生信息标准体系，原

卫生部发布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等７个
卫生信息标准［１－７］，标志着我国卫生信息标准体系

建设全面展开。目前我国已公布各类卫生信息标准

数百个，每年还在继续增加，这些标准有力推动了

我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随着卫生事业发展，对

信息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对卫生信息标准需求越

来越紧迫。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应用日益普

及，卫生信息标准服务仍显落后，缺乏规范、专

业、多方参加的卫生信息标准服务平台是原因

之一。

２　卫生信息标准服务需求分析

２１　建设方

建设方往往对承建方提出 “必须执行国家和行

业卫生信息标准”类似要求，但自身对卫生信息标

准了解甚少，短时间内收集极为困难。另外卫生信

息化从业人员渴望了解和学习卫生信息标准，但由

于工作繁忙，不便于获取相关信息，导致卫生信息

标准基本知识欠缺。

２２　承建方

承建方在设计和开发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时，难

免会新增数据元、值域代码和数据集，由于设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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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对卫生信息标准基础知识欠缺、标准获取困

难 （常收集过时的标准且信息不全），无法很好地

执行卫生信息标准。因此承建方对卫生信息标准服

务有强烈需求，甚至希望提供专业的卫生信息标准

管理模块，为开发者直接所用。

２３　监理方

如果监理方不熟悉卫生信息标准，监理对提高

项目质量的积极作用不大。反之，对卫生信息化建

设项目的推动作用显著，则可以保证项目按要求完

成。因此监理方对卫生信息标准服务也有需求。

２４　政府

卫生信息标准制定和修订是由分布在全国的医疗

卫生机构或从事卫生行业信息化的企业、大专院校等

机构完成。标准质量取决于起草人对卫生信息标准制

修订的认知和理解程度，程度越高产出的信息标准

质量越高。反之，信息标准质量越差。因此需要一

个高效的卫生信息标准编制和修订平台。

３　卫生信息标准服务平台设计

３１　系统目标

为实现卫生信息标准应用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控

制和追踪管理，使卫生信息标准在卫生健康信息化

建设中真正发挥实效［８］，建立卫生信息标准数据中

心和服务系统 （平台），提供集标准制定、修订、

维护、检索、学习、自测、引用等为一体的卫生信

息标准服务十分必要。卫生信息标准服务系统 （平

台）拟实现目标有：卫生信息标准维护和管理，包

括正式发布的行业、团体标准和企业信息标准；能

够方便地进行多维度检索；可订阅卫生信息标准，

按订购时间点向订购者推送或通知；提供国家医院

信息互联互通标准成熟度测评、医院智慧服务分级

评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分级测评［９－１１］指标体系等

测评内容，供医院自测自评；提供多种形式的卫生

信息标准学习，建立测试题库检查学习和掌握水

平；为数据库设计者提供轻松构建符合标准的数据

表或数据库的工具；为软件企业提供卫生信息标准

前置服务，将本系统 （平台）融入 （整合）原有信

息系统中使用。

３２　应用架构

分析各类用户对卫生信息标准需求，普通用户

（建设方、承建方、监理方、管理方及其他）可通

过公网访问使用。嵌入使用是将标准管理模块前置

安装与机构信息系统整合使用。卫生信息标准服务

平台应用架构，见图１。

图１　卫生信息标准服务云平台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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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功能模块 （图２）

图２　卫生信息标准服务云平台功能模块

３４　数据组织

科学组织卫生信息标准数据是建立卫生信息标

准数据中心、管理卫生信息标准的基本前提。卫生

信息标准按基础、数据、技术和管理４大类进行组
织存储。对基础、技术和管理这３类数据结构化程
度低的标准 （多为技术类和管理类），建立结构化

公用属性数据表进行存储，将非结构化大文本单独

存储，二者建立逻辑链接，检索时通过逻辑链接调

用。

４　卫生信息标准服务平台功能

４１　通用功能

分散在大多数专用功能模块中，大部分功能模

块都具有隐含的功能。通用功能有输入／输出 （Ｉｎ
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Ｉ／Ｏ） （屏幕、打印输出）、提醒服务、
日志审计 （后台审计、日志生成）、动态更新、系

统报告。

４２　专用功能

４２１　后台管理　数据管理者专用。后台管理包
括注册信息、角色分配、权限确认、数据审计、信

息安全、服务类型、消息收发、模板设计、分类模

型等功能子模块。

４２２　注册管理　授权条件下操作者对各类已注

册信息进行管理，包括 ＰＣ端和移动端 （手机）用

户注册信息以及系统使用前注册的基础信息 （数据

元、值域、名词术语、数据集、统计指标和名词术

语等），可查重和排序，调阅审计结果和操作日志。

４２３　角色权限　授权条件下操作者对各类用户

角色和权限进行管理，包括对角色信息进行分类显

示，更改角色和权限，访问控制设置，调阅审计结

果和操作日志。

４２４　审计管理　对各类审计结果信息进行管

理，包括对用户注册信息、标准信息 （数据元、值

域和数据集标识符）进行合法性审核，检查数据集

内部标识符与数据子集以及数据子集与数据集的逻

辑关系，统计表内平衡关系和表间逻辑关系，统计

指标审计结果，生成审计报告，调阅操作日志。

４２５　加密管理　对敏感和关键数据项 （用户

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的加密或

匿名化处理信息进行管理，包括设置或更改加密策

略，调阅审计结果和操作日志。

４２６　服务管理　对用户服务进行管理。服务包

括用户订阅，前置服务配置或重配置，消息发送和

接收设置或重设置，调阅审计结果和操作日志。

４２７　消息管理　对发出和接收各种提醒类信息

进行管理，包括多维度查询，分类统计，调阅审计

结果和操作日志。

４２８　模板管理　对各种系统报告 （由系统生成

的报告）模板和标准符合性检测数据模板进行管

理。系统报告模板包括注册用户、信息标准、订购

服务、后台审计和操作日志等；标准符合性检测数

据模板包括数据元、数据元值域、数据集和数据子

集 （仅国家测试要求的部分）。

４２９　模型管理　对数据元分类及代码和统计分

类及代码模型 （分类级代码）进行管理，包括锁定

（不可修改）、解锁 （可修订）、修改原因记录、变

更历史等操作。

４２１０　信息标准维护　用于所有信息标准的维

护。按基础类 （基础标准／指南指引／名词术语／模

型算法）、数据类 （数据元／值域／数据集／共享文档

／统计指标）、技术类 （软件功能／技术规范／信息安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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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管理类 （管理规范／政府文件）进行标准数

据的组织和维护，包括新增、纠错、注销、编制索

引等功能。

４２１１　检索标准 （文件）　注册和非注册用户

均可检索 （组合条件）所有卫生信息标准，检索结

果信息包括标准 （文件）注册号、名称、发布单

位、级别、发布时间和摘要。检索结果可按指定数

据项排序，按通用功能提供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４２１２　标准订阅　用户可一次订购或多次定期

订购最新国家信息标准，一旦有新信息出现，按约

定时间向订购者发出提醒消息并推送原文。

４２１３　标准符合性测试　指用户所在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系统中的数据 （数据元、数据元值域、数

据集和数据子集）是否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检测。

测试流程为： → →

→

下载模板 导出数据 注入数据

→ →系统检测 生成报告 显示和打印检测报

→告 分析报告。用户可根据检测和分析报告对本

机构信息系统进行信息标准符合性改造。

４２１４　应用达标自测　供有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成熟度测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分级评价和医院智

慧服务达标评审需求的医院使用。系统内置３个测

评指标表，用户可分别对照打分，由系统自动分别

判断３个测评应用水平；用户也可邀请３～５名相关

专家在线对申报资料和自测打分表进行网审，帮助

医院在正式测评前做好接受正式文审和现场验证的

准备。

４２１５　标准学习和自考　为医疗卫生信息化从

业人员提供自学和自考帮助。学习有视频、语音等

多种形式，内设多种级别和形式的试卷，学习者可

检查自身学习效果，提高从业者卫生信息标准知识

水平。

４２１６　构造标准数据表　为数据库设计者提供

快速构建标准化数据表 （数据集或数据子集）的工

具。设计者通过添加或拖拽方式从标准数据元目录

中查找选中数据元，快速构建数据表。由于内置数

据元的元数据都是标准的，当选中数据元时，该数

据元的元数据连带选中，形成需要的目标数据表。

目标数据表可转换成指定的数据库表结构。

４２１７　卫生信息标准前置服务　将卫生信息标

准服务系统 （平台）作为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中的一

个功能模块或子系统，前置安装到有需求的医疗卫

生机构机房服务器中，与机构信息系统构成一个整

体，有助于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卫生信息标准服务

（定时更新数据）。项目承建方可直接接入本系统，

减少软件开发工作量，保证卫生信息标准的执行。

５　讨论与建议

５１　完善信息标识符分类代码体系

随着卫生健康事业深入发展，新业务不断产

生，新数据元、新值域和新数据集不断出现。然而

在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ＷＳ／Ｔ３０３－

２００９）等７个标准中仅规范了框架、模型、规则和

方法，并未给出完整数据元、值域和数据集分类及

代码体系，在标准执行时，新增数据元、值域、数

据集时没有完整的标准标识符分类及分类代码体

系，新增者不得不自行分类、自编代码，导致很多

新增数据元、新值域、新数据集分类及代码仍不标

准，给卫生信息标准化工作带来新问题。应尽快完

善标准标识符分类及分类代码体系，同时建立基于

对象标识 （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ＯＩＤ）体系［１２］，弥补

卫生信息标准体系不完善［１３］的缺陷。

５２　建立开放信息标准制修订平台

现有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完全是由人工完成，标

准制修订者没有一个规范、专业、高效的信息标准

制修订服务平台，加之卫生信息标准制修订人员对

卫生信息标准理解差异较大，这些都对卫生信息标

准长期发展极为不利。国内有研究者开发了卫生信

息标准服务工具［１４］，为局部地区信息化建设项目提

供较好的服务。建议尽快建立开放、专业、各方参

与的卫生信息标准制修订服务平台，促进卫生信息

标准专业化服务开展。

５３　加强信息标准基础教育工作

目前我国高端卫生信息标准专业人才缺乏，一

定程度上阻碍 “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建议将

卫生信息标准纳入大学相关专业必修课，加快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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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卫生信息标准专业人才；将卫生信息标准化研

究和制定上升到与当地信息化建设同等位置［１５］；将

卫生信息标准知识和应用技能培训纳入卫生信息化

从业人员在职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信

息化从业人员信息标准应用水平。

５４　信息标准对新兴技术影响深远

卫生信息标准的执行程度不仅反映各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程度，对健康大数据［１６］分析、区

块链［１７］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影响重大。研究

发现数据集或数据子集、数据元的元数据不完整、不

标准导致分析大数据时很难达到精准；如果按最小

数据块 （数据元）分散存储，由于最小数据块之间

没有内在联系，几乎不能将这些分散或混合存储的

最小数据块汇聚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或数据子集，

区块链技术很难在医疗卫生信息化领域深入应用。

６　结语

应加强卫生信息标准素养教育，建议将医学信

息标准教育纳入医学信息及相关专业正式教程内

容；建立完整的卫生信息标准服务及管理体系和医

疗卫生信息标准服务云平台，加速卫生信息标准的

执行，推动医疗健康数据的存储、传输、分析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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