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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信息研究 ？

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治理探讨

邓 军增

（枣阳市第 人民医院 枣阳 ４４ １ ２〇〇
）

〔 摘要 〕 阐述 医 院健康 医 疗数据治理 的 必要性 ， 分析 当 前 医 院健康 医 疗数据存在的 主要 问题
， 提 出 医 院健

康 医 疗数据治理具体 实施策略 ，
包括构建数据治理组织体 系 、 开展数据标准应 用 与 制 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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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我 国 医院信息化发展从以财务核算 、 收费为核

心的医院管理信息化逐渐发展到以 患者为 中心 、 医

院业务应用为主 ， 进而发展到 以智慧 医院为导 向 的

新阶段 ， 各级各类医院 日 益注重健康医疗数据 的规

范化 、 标准化 ， 建设 临 床数据 中 心 （
Ｃ ｌ ｉｎ ｉｃ ａｌＤａｔａ

Ｒｅ
ｐ
ｏ ｓ ｉ ｔｏ ｒ

ｙ ，

ＣＤＲ
） ， 推动各业务 系统 间 的互联互通

和数据融合利用 。 本文从数据治理理念 出发 ， 分析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必要性 ， 研究当前医院健

康医疗数据存在 的 主要 问题 ，
以 推进智 慧 医 院建

设 、 业务协 同 、 信息共享 ， 探讨医院健康医疗数据

治理举措 ， 为医院现代化管理发挥应有作用
［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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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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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治理概述

《 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 提 出
“

健全劳动 、 资本 、 土地 、 知

识 、 技术 、 管理、 数据等生 产要素 由 市场评价 贡

献 、 按贡献决定报酬 的机制
”

， 将数据作为一种新

型生产要素与土地 、 劳动力 、 资本 、 技术等传统要

素并列 。 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
ＤａｔａＭ 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Ａ ｓ

？

ｓｏｃ ｉａｔ ｉ ｏｎ
，ＤＡＭＡ ）将数据治理定义为对数据资产管

理行使权力和控制 的活动集合 ， 是对数据管理的高

层计划与控制 。 国 际数据治理研究所 （
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

？

ａｎ ｃｅ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
，ＤＧＩ

）将数据治理定义为对数据相关

事宜的决策制定与权利控制 ， 是处理信息和实施决

策的
一个系统 。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５ 部分 ： 数

据治理规范 》 （
ＧＢ／Ｔ３ ４９６０ ． ５

＿

２〇 １ ８
） 将数据治理

定义为对数据资源及其应用过程 中相关管控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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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和风险管理的集合
［

２
］

。 医院是深化医改的主力

军 ， 是
“

健康中 国
”

战略的执行者 ， 是全民健康的

守护者 ，
也是健康医疗大数据的重要生产者

［

３
］

。 随

着大数据 、 云计算 、 物联网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与应用 ，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 已成为重要基

础性战略资源
［

４
］

。 应以 医院发展战略为 目 标 ，
以服

务患者为 中心 ，
运用数据治理方法 、 技术和工具 ，

强化医疗数据应用领域深度和广度 ， 形成医疗数据

资源采集 、 存储 、 整合 、 分析 、 挖掘 、 应用 的全生

命周期
［

５
］

， 为 医生诊疗 、 医 院管理 、 医学科研教

育 、 医疗监管等提供高质量健康医疗数据 ， 发挥数

据潜在价值 。

３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治理的必要性

３ ．１ 卫生健康部 门健康 医疗监管服务要求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 物联网等新技术与医疗领

域深度融合 ， 健康医疗数据呈现指数式增长 ， 健康

医疗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指导意见 》 指 出要以保障全体人民健康为 出发

点 ， 大力推动政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医

疗数据互联融合 、 开放共享 ， 积极营造促进健康医

疗大数据安全规范 、 创新应用 的发展环境 ， 推进健

康医疗行业治理大数据应用 。
２０ １ ８ 年 ７ 月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印发的 《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 、 安

全和服务管理办法 （ 试行 ） 》 明确要求对我 国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加以规范管理及开发应用 。 在医疗领

域组织开展 的 医院等级评审 、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

病案首页数据报送 、 健康医疗统计数据上报 、 重大

疾病监管与应急服务 、 电子病历应用水平 、 医院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评测等监管服务活动 中均

强调要发挥大数据优势 ， 注重健康 医疗数据 的采

集 、 存储 、 挖掘 、 应用 、 运营 、 传输等 ， 增强健康

医疗数据信息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强化数据

分析应用 ， 提升卫生健康管理部 门管理效率和服务

水平 。

３ ． ２ 智慧 医院建设必然要求

智慧医院建设以 患者为 中心 、 以 临床需求为起

点 ， 将大数据 、 云计算 、 物联 网 、 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应用于医疗管理与服务 中 ，
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

效率和质量 ，
主要包括面 向 患者的智慧服务 、 面 向

医务人员 的智 慧 医疗 、 面 向 医 院管理者 的 智 慧管

理 。 智慧医院建设需要打通医院所有 医疗管理与服

务信息 ， 实现医院健康医疗数据互联共享以及医院

内各业务系统数据 的集成展示和智 能化诊疗应用 ，

满足医院运营及绩效管理等需求 ， 推动医院精细化

管理 ， 构建多维度 、 高质量的 临床科研数据 中 心 ，

满足不 同临床医生个性化科研需求
［

６
］

。 医院信息化

建设与发展需要加强健康医疗数据治理 ， 形成一套

涵盖元数据 、 主数据 、 数据质量管理等 内容的治理

平台
［
７

］

， 梳理医院数据标准制定与应用情况 ，
理清

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资产底数 ， 构建数据集成清洗 、

融合存储 、 交换共享 、 分析挖掘的数据标准体系 。

４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４ ． １ 标准规范不统一 ，
应用 实施不足

近年来 国 家卫健委发布 《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

录 》 《 电子病历基本信息数据集 》 《 电子病历共享文

档规范 》 《 电子病历与医院信息平 台标准符合性测

试规范 》 等 ２５６ 项卫生信息行业标准 ， 印发 《全国

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 》 《 医院信息平 台应用

功能指引 》 《 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技术指引 》 等 ，

以加强互联互通标准应用符合性测试、 电子病历系

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等工作 ， 推进卫生信息标

准落地 ， 为医院数据标准规范建设和实施奠定坚实

基础 。 但医院在应用过程 中存在数据标准规范不统

一

， 标准规范间存在
一

定交叉或差异 ， 缺乏统
一

管

理维护 ， 不 同数据 间融合 困难 ，
主数据管理缺失 ，

各业务信息 系统共享信息格式 、 内 容不一致等 问

题
［

８
］

。 例如个别医院在性别代码上未能统
一采用行

业标准 ， 导致代码 １ 既代表男性又代表女性进而影

响数据整合 ， 患者及医务人员等核心数据实体难 以

被唯一标识并实时更新 。

４ ． ２ 数据分布广 ， 质量难保障

医院业务信息系统众多 ， 健康 医疗数据分散在

不同业务信息系统 中 ， 涉及患者基本信息 、 疾病诊

治类 、 健康管理类 、 公共卫生类
［
９

］

、 定 向生物医学

类 、 医院管理类等多种信息类型 ， 存在结构化 、 半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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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等多种格式 ， 标准化程度不

一致 ， 系统 、 软件逻辑错误等导致数据缺失 、 重

合 、 错误等问题
［

１ °
］

。 数据整合 、 合并 、 关联难以高

效处理 ， 数据冗余情况普遍存在 ， 治理工作难度增

大 ， 数据质量普遍不高 ， 可用性难以有效提升 。 部

分临床科室为强化临床科研建立信息系统 ， 未能与

医院信息化规划统一协调 ， 存在数据孤岛现象 ， 未

采用现有卫生信息标准 ， 导致所采集数据不规范 、

不一致 、 冗余 、 无法与其他信息系统共享等问题 。

４ ． ３ 开放度不高 ， 数据挖掘有待加强

随着智慧医院建设推进 ，
云计算 、 大数据 、 物

联网 、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深入应用 ， 医院健康医

疗数据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 分析挖掘利用价

值高 ， 为开展临床科学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 目 前医

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过程 中普遍存在计算 、 数据资

源无法共享等问题 ， 多系统 、 多业务存储 ， 数据孤

岛现象普遍存在 ， 底层数据结构不统一 ， 数据平 台

无法得到底层数据支持 ， 数据整合度不高 ， 医院数

据中心忙于业务系统建设未能充分认识数据开放的

重要性 ， 未建立整套数据开放机制 ， 临床医生 、 科

研人员不能及时获取开放数据 。 在开发利用方面较

多数据处于
“

沉睡
”

状态 ， 数据分析挖掘缺乏一定

深度和广度 ， 未形成整套数据分析流程 ， 未建立数

据分析模型 ， 基于医院管理决策 的数据支持服务水

平不够 ， 数据驱动业务应用动能不足 。

４ ． ４ 数据安全重视不足 ， 风险防范有待加强

目前医院较重视 网 络安全建设 ， 购置 防火墙 、

漏洞扫描 、 入侵检测等网络安全设备加强 医院核心

业务信息系统安全防护 。 但在数据安全方面重视不

够 ， 在健康医疗数据产生 、 收集 、 处理 、 存储和分

析挖掘等过程中对数据安全考虑不足 ， 人防 、 技防

不充分 ， 存在系统外包人员 可轻松获取医院所有数

据等问题
［

１ １
］

。 当前医院信息 系统 已不能物理隔离 ，

需要基于院 内信息系统开展互联网 医院建设 ， 提供

网上预约挂号 、 缴费诊疗 、 检查检验报告查看 、 健

康监测等医疗信息惠 民服务 ， 这些服务的数据汇聚

和外包会带来安全风险 ， 可能导致数据泄露 、 非法

访问 、 拒绝服务攻击等安全隐患 。 在个人隐私保护

层面医院 尚 未充分认识到数据分析利用 的重要性 ，

？１ ６
？

患者信息脱敏服务不够 ， 未能建立具有针对性的 医

院健康医疗数据安全防范体系 。

５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治理具体实施

５ ．１ 构建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治理组织体 系

５ ． １ ． １ 建立 医 院健康 医 疗 数 据 治 理 委 员 会 由 医

院负责人担任主任委员 ， 统筹 、 决策和协调 医院健

康医疗数据治理战略 、 规划和制度建设 ， 成员 由 临

床 、 医技 、 护理 、 药学等业务部 门 和信息化部 门人

员组成 ， 下设数据治理办公室负责医院健康医疗数

据治理 日 常管理工作 。 坚持顶层设计 、 总体规划原

则 ， 研究制定医院健康医疗数据治理战略规划 ， 构

建健康医疗数据价值体系 ， 确定实现
“

从数据资源

到数据资产 、 到数据能力 、 到数据价值的不断飞跃

与持续优化
”

战略 目 标 ， 将数据治理工作常态化 ，

以解决实际问题 、 创造价值为导 向 ， 扎实推进 。

５ ． １ ． ２ 制 度建设 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医院健康 医

疗数据治理工作管理办法 、 数据标准规范 、 数据管

理规范 、 平台管理规范 、 业务应用管理规范 、 数据

安全保障管理规范等 。 进一步制定医院健康医疗数

据录入维护管理办法 、 元数据管理办法 、 主数据制

定规范 、 数据汇聚管理办法 、 数据汇交管理办法 、

数据使用流程规范 、 数据资产安全管理办法 、 数据

安全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数据治理工作细则
［

１ ２
］

。

５ ． ２ 开展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标准制定与应用

５ ． ２ ． １ 推进健康 医 疗 数 据标准 制 定 与 应 用 目 前

国家已建立以 电子健康档案 、 电子病历 、 卫生信息

平台 以及主要业务 系统为重点 的卫生信息标准体

系 。 医院应以此为基础大力开展健康医疗数据标准

应用与制定 ，
以 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测评 、 电子病历系统整体应用水平分级评价 、 医

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为契机和动力 ，
以评促建 、 促

改 ， 加强 ２５６ 项卫生信息行业标准和 ９４ 项 中 医药信

息标准的应用实施 ， 构建医院元数据和主数据管理

信息平台 ， 建立统一数据编码 、 描述等标准库 ， 解

决医院系统 间 医疗数据格式不一致 、 关联性不强 、

值域不统一等 问题 ， 维护核心数据
一致性 、 完整

性 、 关联性和正确性 ， 提高医院健康医疗数据的可

访问性 、

一致性及可用性 ， 为多种来源数据整合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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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 ｏ ． ８

定基础 。

５ ． ２ ． ２ 重视制 定关 键 性标准规 范 在医院应用实

施数据标准过程 中 ， 紧密结合医院数据应用需求 ，

研究制 定健康 医疗数据采集 、 分类代码 、 指标 口

径 、 数据质量 、 数据交易 、 数据访问接 口 、 交换共

享接 口 、 安全保密等关键性标准规范 ， 确保数据共

享互通无障碍 、 分析挖掘效率高 。

５ ． ３ 提升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质量并深化应用

５ ． ３ ． １ 建立 医 院健康 医 疗 数据 质 量控 制 管 理体 系

数据在创建、 存储 、 应用 、 维护 、 迁移 、 报废的

全生命周期都会产生不 同程度 的质量问题 。 医院应

将数据质量提升作为健康医疗数据治理工作的核心

内容 ， 研究建立医院健康医疗数据质量控制管理体

系 ， 明确管理 目标 ， 建设数据质量管理平 台 ， 从数

据定义 、 录入 、 存储 、 加工 、 交换 、 使用等全过程

进行质量监控 ， 定义数据质量检验规则 、 执行数据

质量检核 ， 善于应用管理工具发现问题 ， 建立数据

质量问题定义 、 问题发现 、 问题整改 、 问题跟踪 、

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机制 ， 形成数据质量报告 。

５ ． ３ ． ２ 构建健康 医 疗 大 数 据智 能 处理 技术 方 法 库

以健康医疗业务需求为导 向 ， 构建多维度 、 全方

位 、 多元化的健康 医疗大数据智 能处理技术方法

库 ， 为医疗健康大数据分析管理与应用提供有效工

具 ， 加强数据抽取 、 清洗 、 转换 、 加载 ， 充分应用

常用统计检验 、 数据可视化 、 智能检索 、 医疗健康

知识图谱等方法 ， 构建多种 医 院健康 医疗数据模

型
， 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

５ ． ４ 加强医院健康 医疗数据安全保护

贯彻落实 《 网络安全法 》 ， 严格执行 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制度和健康医疗数据保密规定 ， 加强 网络

安全态势感知 、 信息通报 、 预警预防及应急处置能

力建设 ， 实行数据资源分级分类管理 ， 注重数据使

用的安全性 ， 制定数据合理使用制度 ， 建立不 同类

别和级别的数据访问授权规则 和流程 ， 实现对数据

访问人员 的统一账号管理、 认证 、 授权 、 审计 ， 加

强数据修改 、 使用等环节的安全审计 ， 研究制定医

院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规则 ， 严格管理患者信息 、

用户资料、 健康数据等 ， 有效保护个人隐私 。 定期

分析评估各类业务处理活动 中存在的权限提升 、 信

息泄露 、 用户 冒用 、 数据篡改 、 行为抵赖等数据安

全威胁和风险并研究制定具体解决方案 。

６ 结语

医院健康医疗数据治理是一项复杂 、 系统的长

期工程 ， 需要将其提升到 医院发展战略高度 ， 成立

专门数据治理组织机构 ， 动员全院人员 共 同努力 ，

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 ， 形成系统实施方法论 ， 做

好数据资产管理 、 分级管理、 共享管理 、 应用 服

务 ， 挖掘数据价值 、 释放数据潜能 ，
全力 推动现代

化医院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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