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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解放军总医院基于 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框架的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实践经验，详细阐述平
台构建需求、技术方案、系统架构、网络与服务器搭建以及数据库设计，介绍平台功能及应用效果，指出

该平台有助于实现医院各类档案的信息化存储、管理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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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研究背景

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医院基础信息、诊疗档

案信息迅速增长，如何对档案信息进行有效管理成

为医院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档案信息化管理是医

院提高生产力、经营管理水平、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１］。档案信息化管理能促进

各部门进行有效的档案信息共享与交换，适应大数

据背景下医院对档案信息管理新需求。在国外，起

初应用医院信息系统［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ＨＩＳ）对医院各类信息进行整合，后来逐渐发

展出专用的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对医疗

文件、科研材料、人事档案、患者就诊信息等数据

的信息化管理。ＩＢＭＷａｔ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医疗系统［３］集成

大量医疗档案信息，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信息再

挖掘，根据已有医疗档案信息提取病例共性特征，

指导病情诊断。ＣａｒｅＣｌｏｕｄ公司开发一套基于云计算
的电子病历系统，借助云平台存储大量医疗电子档

案［４］，实现电子病历数据共享。我国医院档案信息

化管理平台起步较晚，大中型医院将档案信息管理

纳入ＨＩＳ开发中，但部分医院档案信息化水平较
低，仍停留在使用单用户医院档案管理系统阶段。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一般基于单体应用程序开

发，即系统所有功能集中在一个应用程序中。随着

系统需求和功能增加，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负

担将会越来越沉重。在平台升级期间所有功能将无

法使用，单一功能崩溃可能引起整个平台宕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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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各功能之间的耦合、数据的依赖与溯源都不利于

平台整体开发与维护。借助 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微服务框
架［５］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医院信息

管理平台开始基于 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微服务框架进行改
造，实现升级、部署、运维、功能相互独立，国内

出现金山ＣｌｏｕｄＨＩＳ、腾讯医疗云等医疗档案信息管
理服务提供商［６］。

１２　研究内容

本文所述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在整体框架

设计方面，基于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微服务框架将平台功能
进行拆分，整合不同微服务功能，实现医院档案信

息化的有效管理以及医院各部门之间档案信息的共

享与交换。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集成门诊管

理、住院管理、系统管理、统计管理、数据中心、

排班管理、仓库管理、药房管理等档案信息管理功

能，实现档案信息共享，各功能微服务满足 “高内

聚、低耦合”的特征，利于平台更新与维护。

２　目的

２１　概述

在对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功能划分前，首

先明确平台的使用人员。平台使用人员包括超级管

理员和管理员，其中超级管理员能管理所有档案信

息，而管理员是超级管理员授权管理特定档案信息

的人员。分析不同使用角色的管理员对于平台的需

求，通过对医院档案信息管理流程分析，形成最终

平台需求分析用例图。

２２　超级管理员需求分析

超级管理员需要对医院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包

括门诊、住院、统计分析、数据中心、排班、仓

库、药房等信息。其中门诊管理主要面向用户挂

号、处方划价、项目划价、项目缴费、项目检查、

药品缴费、门诊患者库等信息；住院管理主要面向

病患入院登记、缴费管理、药品记账、项目记账、

出院结算等信息；药房管理主要面向药房详情、门

诊取药、住院取药等信息；数据中心主要面向医院

科室、医生列表、药品产地、项目大类、挂号类

型、仓库、经办人、计量单位、供货商等信息；排

班管理主要面向医生排班档案信息，需要精准记录

医生排班和出诊信息；仓库管理主要面向入库单、

库存查询、出库单、库存不足、操作记录、药品回

收等信息，见图１。

图１　超级管理员需求分析用例

２３　管理员需求分析

管理员账号和权限由超级管理员分配。根据所

分配权限，其可以单独管理门诊档案、住院档案、

数据中心、排班档案、仓库档案和药房档案等信息

以及其中多项信息实体的组合信息。

３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３１　技术方案

３１１　功能模块技术架构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
平台拆分门诊档案信息管理、住院档案信息管理、

数据中心管理、排班档案信息管理、仓库档案信息

管理、药房档案信息管理等功能模块。每个模块均

应用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框架［７］的方式实现单独编程；采用

前后端分离操作，其中后端部署在微服务上暴露接

口供前端接入，前端使用Ｖｕｅｊｓ技术［８］实现界面展

示。为满足每项微服务的授权与安全要求，采用

Ｓｐｒ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框架［９］保证系统安全性，使得每个微

服务模块能进行用户授权与登录；使用模型 －视图
－控制器 （Ｍｏｄｅｌ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ＭＶＣ）设计模
式［１０］对微服务功能进行开发，将微服务的表示层

（Ｖｉｅｗ）、数据层 （Ｍｏｄｅｌ）、控制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有
机分割。其中在表示层只需对处理后的结果进行展

示，与用户进行交互；数据层负责与系统中的实体

类进行交互计算，主要实体对象数据的读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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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写入操作；控制层负责数据流程处理，提供前端

访问接口信息。使用Ｄｕｒｉｄ连接池对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
进行连接和管理，ＭｙＳＱＬ数据库采用主从操作，提
高数据库的安全备份能力。采用 Ｍｉｎｉｏ文件服务器
对图片、ｐｄｆ等文件数据进行存取。
３１２　微服务技术架构　为保证微服务之间的
通信与调用，需要使用 Ｅｕｒｅｋａ作为服务注册中心
组件［１１］支持对 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ｏｔ的微服务注册与管理。
各项微服务连接在同一个 Ｅｕｒｅｋａ上，实现对微服
务的管理；使用 ＺｕｕｌＧｅｔｗａｙ作为路由网关［１２］，支

持网关代理、ＪＷＴ鉴权、路由转发，支持对路由
的反向代理；使用 Ｅｌｋ组件作为分布式日志管理
工具，对日志监控和传输；使用 Ｒｅ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ｅｌ作
为缓存集群，实现医院档案信息的数据持久化、

提高数据备份效率。以上所有涉及的微服务组件

均部署在云平台环境下。在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

平台的开发阶段将功能拆分成 ７个微服务模块，
分别是门诊管理微服务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ＭＳ）、住院管理微服务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ＭＳ）、统计管理微服务 （Ｔ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ＭＳ）、数 据 中 心 微 服 务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ＢＳ）、排 班 管 理 微 服 务
（Ｄ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ＭＳ）、仓库管理微服
务 （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ＭＳ）和药房管
理微服务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ＭＳ）。
微服务之间相互独立，使用 Ｅｕｒｅｋａ组件进行通信，
对单一微服务模块进行更新与维护不影响其他微

服务使用，更新、维护方便。

３２　系统架构 （图２）

图２　系统技术架构

３２１　数据层　基于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和 Ｄｕｒｉｄ数据
池连接，对结构化数据进行存储，文件服务器使用

Ｍｉｎｉｏ，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存取。
３２２　基础层　包括用户管理、角色授权、安全
校验、数据传输、系统日志、消息通知、系统组

件、云平台等，为业务层提供相应认证与授权，同

时提供微服务部署相应云平台服务，包括Ｄｏｃｋｅｒ组
件、Ｒａｎｃｈａｒ服务等。
３２３　业务层　包括 ＯＭＳ、ＨＭＳ、ＴＭＳ、ＤＢＳ、
ＤＭＳ、ＳＭＳ和ＰＭＳ，提供各类功能，开发的后端接
口符合Ｒｅｓｔｆｕｌ风格［１３］规范。

３２４　表现层　浏览器端展示网页，使用 Ｖｕｅｊｓ
技术进行开发，主要用于数据交互与数据展示。

３３　网络与服务器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部署在医院内部局域

网上，访问服务器内部计算机均使用医院内网电

脑，外网访问平台需要使用特定的虚拟专用网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服务，医院内网采
用标准的以太网拓扑网络结构。服务器使用虚拟化

的云服务器，安装 Ｄｏｃｋｅｒ、Ｒａｎｃｈａｒ等服务［１４］，供

部署与更新。服务器与客户端使用 ＴＣＰ／ＩＰ协议进
行通信。

３４　数据库设计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一个大型 ＭｙＳＱＬ
数据库，数据表共有 ３６张，包括医院床位表、采
购表、医院价目表、医生表、系统角色表等。

４　结果

４１　具体功能 （图３）

图３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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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门诊管理　对用户挂号、处方划价、项目

划价、项目缴费、项目检查、药品缴费、门诊患者

库信息进行管理。用户挂号需要采集患者信息，选

择相应科室和医生进行挂号操作；处方划价是根据

医生对患者开具的处方信息进行划价处理，划价规

则符合市场监管局药价文件；项目划价根据医生开

具的检查项目信息，进行划价操作，记录患者检查

项目价格信息；项目缴费记录患者相应项目缴费记

录，包括已缴费、待划价、已划价、需要退还金额

等信息记录；项目检查记录患者的项目检查条目、

花费金额、检查结果等信息；药品缴费记录患者的

处方药信息、患者是否缴费、需要缴费金额等信

息；门诊患者库记录医院全部患者就诊信息，包括

患者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等信息。

４１２　住院管理　对病患入院登记、缴费管理、

药品记账、项目记账、出院结算等信息进行管理。

入院登记记录病人个人信息、入院日期、床位信

息；缴费管理记录患者住院期间产生的缴费信息；

药品记账记录患者自入院以来的药品花费、缴费信

息；项目记账记录患者自入院以来的各项检查项目

花费信息；出院结算记录所有患者的住院项目和花

费信息。

４１３　统计管理　包括门诊月度统计、住院月度

统计、门诊年度统计、医生统计对比、门诊当天统

计，通过抽取底层数据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折

线图反映统计数据信息。

４１４　药房管理　对药房详情、门诊取药、住院

取药等信息进行管理。药房详情包括医院各类药

物、库存、金额等信息；门诊取药记录门诊开具给

患者的药品信息，供药品追溯与追责；住院取药记

录住院患者的用药信息。

４１５　数据中心　对医院科室、医生列表、药品

产地、项目大类、挂号类型、仓库、经办人、计量

单位、供货商等信息进行管理。数据中心记录医院

档案大部分所需信息。

４１６排班管理　主要对医生排班的档案信息进行

管理，精准记录医生排班和就诊信息。

４１７　仓库管理　对医药和器材的入库单、库存

查询、出库单、库存不足、操作记录、药品回收等

信息进行管理。

４２　应用效果

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自２０２１年１月试运行
以来，医院档案管理效率明显提高，原本需要１小
时的档案管理任务量，现在仅需４０分钟即可完成，
效率提高了３３３３％左右；以往院内信息化系统数
据共享交换为零，自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试行

后信息共享交换接口调用次数明显提高，日均

２０４２８次，改变各部门之间纸质材料交换信息的
方式，提高了医院档案管理效率。

５　结语

本研究设计并实现基于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框架的医院
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分析平台使用角色、使用角色

对于平台的需求、功能划分和具体功能实现方式。

采用微服务技术实现门诊管理、住院管理、统计管

理、数据中心、排班管理、仓库管理、药房管理微

服务功能，各微服务之间使用 Ｅｕｒａｋｅ组件进行通
信，并为微服务的熔断、负载均衡提供保障。在微

服务的实现环节，使用 ＩＤＥＡ作为开发环境，
ＭｙＳＱＬ数据库作为主要存储媒介，使用主从数据库
方式加强数据安全与备份，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平

台各功能之间满足 “高内聚，低耦合”的特点，实

现对医院档案的信息化管理，实用性较强，探索发

挥ＳｐｒｉｎｇＣｌｏｕｄ微服务框架在大型医院档案信息化管
理过程中的服务整合、信息共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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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质量、患者医疗服务质量与体验两个方向。

在药房服务方面，医院采购的饮片包药机、自动发

药机等信息化硬件设施将以往负责配药、发药的调

剂药师从机械化工作中解放出来并投入到临床业务

中，为医生与患者提供药物知识服务。建立药师平

台对处方审核、点评等业务串联形成闭环式管理，

协助临床医师把控用药安全性和规范医师处方开

具，同时提升药师临床业务能力。为提升患者用药

安全性，通过用药交代与指导模块为患者解答用药

相关问题并给予帮助，使用户获得更好的用药体

验。下一步医院将进一步完善已上线的全流程药物

管理临床信息化服务体系，将中草药药品监测系统

和用药指导设计与建设纳入该体系中，结合中草药

药品 “十八反十九畏”与临床实际用药检验进行中

草药药品规则梳理，为患者提供中草药个性化用药

指导［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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