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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梳理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历程，主要包括起步、快速发展和跨越式发展阶段，分析我国
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包括重视公共卫生信息标准化建设、加强区域信息平

台共建共享、提升公共卫生大数据分析利用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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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成为保

障国家安全及人民群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

缺的力量。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信息

化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力［１］，与此同

时，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进程逐步加快。

２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历程

２１　起步阶段

我国现代公共卫生起源于西方，从西学东渐开

始逐渐进入中国。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间，一些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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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呼吁公共卫生建设，对公共卫生建设政策、目

的和内容形成较清晰的认识，同时对于开展公共卫

生建设的人才、经费、社会习俗以及政治组织等方

面的困难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建议［２］。经过探索研

究，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以下认识：公共卫生不仅对

疫病防治、保障民族健康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在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地位、影响力提高等方面

具有一定程度推动作用［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

会经济不断进步和公共卫生需求增加，我国公共卫

生信息化建设开始起步［４］。我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

告系统建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至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期一直采用以县为基础进行汇总、通过邮局

逐级上报的方式。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发展推动了我

国法定传染病传统报告方式的变革。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后期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利用计算机与通讯

技术建立了法定传染病报告信息系统，实现疫情数

据网上传输［５］，结束了线下邮局上报方式，转换为

新的网络传输数据上报，但仍然采用原始的点对点

方式［６］。这是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建立

的第１个信息系统，实现了重大突破，进一步推动

公共卫生系统其他领域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与之

匹配的信息化系统［７］。

２２　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

网络通信技术逐渐普及，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我国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

一阶段重点任务是提高公共卫生疫情预报水平和疾

病防治能力，加快构建我国卫生信息网络。１９９９年
７月原卫生部发布 《国家卫生信息网项目建议书》，

提出 “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

术，构建覆盖中央到地方四级卫生系统的高质量网

络通讯传输系统，进一步提升卫生信息质量”的目

标［４］。优先建立卫生防疫信息网，以点带面最终实

现全卫生信息系统创建。这一时期的信息系统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疾病报告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信

息系统、单病监测信息报告系统及业务报表管理信

息系统等［６］。２００３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ｏ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疫情暴发，我

国公共卫生领域面临巨大考验，疫情后我国公共卫

生信息化得到快速发展［８］。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公共

卫生信息化系统问题凸显，如信息覆盖面狭窄、时

效性不足、各业务系统独立、缺乏统一国家平台

等。针对以上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计

划３年内基本建立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高疾

病预防信息化水平。在此期间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包

括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基础网络、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与

决策系统及其他重要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等［５－６，９］。

２３　跨越式发展阶段

２００９年在新医改背景下我国卫生信息化整体规

划核心发生改变，逐渐由疾病预防控制转向以信息

化为重点的全民健康保障，信息服务对象得到进一

步拓展和整合。这一阶段基础建设重点是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数据中心，同时拓展３级平台的试点

和数据共享。初步形成基础、应用和保障一体的公

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包括１

个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数据中心、２个应用平台、３

个信息门户和４个业务系统［１０］。电子病历和电子健

康档案推广应用使公共卫生信息化规划进一步 “落

地生根”［１１］。一是推动居民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

案与网络直报系统的互联互通，从根本上替代医生

手工填写报告卡录入系统的传统方式，提高信息上

报效率和准确性。二是推进信息化新技术应用试点

工作，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三是各地区优势

整合，加快构建数字化疾控中心［１１］。

３　存在的问题

３１　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信息标准化是信息化建设的基准，卫生数据在

统一标准下才能实现互联互通和共享［８］。卫生数据

标准涉及医药卫生领域专有术语和分类编码等数据

含义，目前多以非结构化数据呈现，大多数医学类

信息仍需要通过人工、经验进行判断，导致信息表

达标准统一难度大，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在医疗机构

中进行信息共享［８］。卫生信息化发展迅速、信息化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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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定不及时阻碍了不同系统间的信息交换与

共享［４，１２－１３］。

３２　数据互联互通平台建设覆盖面窄，区域性卫
生信息平台缺乏

　　公共卫生数据共享是促进公共卫生发展的重要

保障［１４］。现阶段地区、部门之间卫生信息系统封

闭，要实现信息共享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

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信息采集延迟等问题［８］。数据

互联互通共享平台覆盖范围不全，区域间信息管理

模式不同，各级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区域、部

门之间存在数据垄断化等问题，建立健全区域性数

据互联互通平台意义重大。

３３　公共卫生数据利用不足，分析挖掘水平有待
提升

　　公共卫生工作中涉及的数据范围较广，包括公

共卫生服务、疾病监测、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的结构

化数据，也涵盖数据采集过程中的图片、视频、音

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其特点总体表现为数据量大和

结构复杂［１５］。在公共卫生数据处理中，往往需要在

没有明确假设的前提下去挖掘信息，挖掘出未知、

有价值的信息［１６］，数据整理挖掘的难度进一步增

加，传统的卫生统计学方法利用样本推断整体的思

路已经无法满足公共卫生工作数据分析需求，亟需

系统专业的数据挖掘技术。就目前公共卫生领域数

据挖掘技术应用程度来看，多集中在使用关联规则

方法预测预防疾病、利用分类预测方法开展传染病

预警预报等［１７］方面，面对公共卫生信息化发展的高

质量要求，大数据挖掘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

３４　公共卫生信息化人才缺口大，培养力度不足

人才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保障［１８］，公共卫生信

息化是多学科交叉领域，从业人员既需要具备医学

背景，又要具备计算机专业知识。目前国内高校暂

未开展公共卫生信息化专业教育，卫生部门仍以引

进计算机或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为主，多采取在职教

育培训方式，并未形成系统的培训方案。受薪酬、

编制、职称晋升等方面因素影响人员流动性大，公

共卫生信息化人才流失严重、缺口逐渐增大。

４　发展建议

４１　重视公共卫生信息标准化建设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强了卫生健康信息

化系统建设，但医疗服务信息在不同省市之间，信

息共享方面仍然存在差异，信息共享不畅给患者转

诊方面带来不便。因此在卫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

从国家层面制定信息化标准，建立统一技术规范，

确保各信息接口对接畅通，最终实现各平台和子系

统之间医疗信息共享，打破卫生信息界限［１９］。信息

标准建立后应大力推广应用，提高标准执行度，确

保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标准统一，为数据互联互通

提供有力保障［２０］。

４２　加强区域信息平台共建共享

公共卫生信息平台应致力于共享政策、标准和机

制发展，破除 “信息孤岛” “信息烟囱”，使多个信

息系统之间密切衔接、互联互通，实现高价值的信息

利用［２１］。信息系统建设从整体规划出发，着眼未来，

重视区域之间信息平台搭建，确保区域内各级医疗

机构数据有效链接，减少数据重复采集填报工作，

节约数据资源，逐步实现平台数据互联互通［２２］。

４３　提升公共卫生大数据挖掘分析利用能力

大数据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社会资源，大

数据获取和挖掘利用能力也逐渐成为国家实力的象

征［２３］。公共卫生大数据是在公共卫生业务活动中产

生的数据［２４］。在传统数据挖掘技术如聚类分析、可

视化分析、关联规则等方法的基础上，需引入云计

算、系统论等先进技术和理论，在存储力、计算速

度等方面提升数据分析利用水平［２０］；同时构建数据

主题仓库，重视对数据挖掘模型的构建，多角度提

升公共卫生大数据挖掘分析利用能力，提高决策水

平，推动公共卫生信息化工作的快速发展。

４４　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人才培养力度

在国家初步完成公共卫生体系信息化建设后，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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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成为社会就业中的热点专业，信息人才也

成为关注热点［２５］。为保证我国公共卫生事业顺利发

展，在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要 “引

进”与 “培养”相结合，大力培养既懂信息技术又

懂公共卫生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一方面需要直接

引进具有较高素质的信息化建设复合型人才，尤其

应重视高端人才和带头人的引进，在职称晋升、福

利待遇等方面给予保障［２６］，为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

工作服务；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原有人员培养的重

视，制定合理的信息技术培训方案，拓展培训内

容，尤其是对有一定信息化工作基础的人员，应进

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升其信息化技能，确保信息化建

设中人才不落伍，保障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信息化建

设工作顺利进行。

５　结语

近百年以来，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经历了不同

发展阶段，也取得了瞩目成就。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建设进一步完善，成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在国家深化医改大背景下，公共卫生信息化建

设应契合当前重大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实

际需求，加强区域信息平台共建共享及数据分析利

用，在重大疫情防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监测、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支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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