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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讨论医学信息学发展趋势，以期为医学信息学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以科
学引文索引扩展版收录的３１种医学信息学领域期刊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刊载论文为研究对象，应用文献计量法、
共词分析法分析该领域的发文总量、期刊、国家及地区、机构、作者、资助基金情况，以及近５年研究方
向、研究热点。结果／结论 医学信息学领域发文总量快速增长，近５年研究方向集中在医疗保健科学与服
务、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应用、数学与计算生物学等方面，研究热点集中在移动医疗、计算机技术、电子

病历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方面。该领域呈现多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向健康信息学拓展、健康医疗数

据开放共享、医疗信息化走向智慧医疗和智慧健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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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信息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以生物医学

信息、数据、知识为研究对象，以信息科学与计算

机技术为主要手段，融合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分析

解决卫生管理、临床决策、生命健康等问题。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医学信息学伴随计算机的发展而产生；

７０年代医学信息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正式提出［１］；８０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推动医

学信息学蓬勃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医学信息学的

研究范围不断扩展，近年来随着语义网、高性能计

算及数据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走向数据密集型研

究，医学信息学也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有一些关于医学信息学领域的文献计量分

析、现状分析，主要侧重从主题角度分析，如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检索主题为医学信息学的研

究论文，应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绘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该领域

的知识图谱［２］；以中国知网、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按照主题检索

医学信息学领域论文，基于共词方法分析研究热

点［３］；通过主题识别、聚类分析发现医学信息学分

化出生物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两大分支［４］；还有研

究从期刊角度，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国际医学信息学主

题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分析［５］。本文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数据库医学信息学领域３１种期刊所刊载论文，

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近２０年发文总量、期刊、国家

及地区、机构、作者、基金分布及近 ５年研究方

向、研究热点等内容，以期对医学信息学的研究与

发展提供参考。

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数据库、

期刊引证报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ＪＣＲ）数据

库和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在 ＪＣＲ数据库中选择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类别，筛选出共 ３１种期刊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ａｔｅｎｅ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３６２２７７４７２＿３１＿ｍｅ
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在 ＩｎＣｉｔｅｓ中检索这 ３１

种期刊，文献类型选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ＯＲ “ＲＥ

ＶＩＥＷ”，出版年为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共得到 ５４７８１

条记录。检索日期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

２２　指标说明

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ＣＮＣＩ）是论文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文

献类型、同出版年、同学科领域文献的期望被引次

数［６］。ＣＮＣＩ消除了文献类型、出版年、学科领域

差异的影响，可以实现跨学科比较，与全球平均水

平对比，如果ＣＮＣＩ＞１，说明该论文的学术表现超

过全球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７］。引

文影响力指论文篇均被引频次。ｈ指数表示如果一

位学者至少有 ｎ篇论文被引频次不低于 ｎ，则该学

者ｈ指数为 ｎ［８］。ｈ指数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

产出数量与水平。

２３　分析方法及工具

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共词分析法分析。文献计

量法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对文献各方面属性、

特征、规律等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９］。共词分析法是

指分析文献中词语共同出现情况，利用聚类方法把复

杂的共词网络简化为较少有代表性的词语类团［１０］，

被广泛用于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分析［３，１１－１２］。使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提取文献研究方向，应用可视化软件ＶＯＳｖｉｗ

ｅｒ１６１８作为研究方向、关键词共现分析工具［１３－１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发文总量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医学信息学领域３１种期刊发文

总量快速增长，见图１。可分为３个阶段：第１阶

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平稳发展阶段；第 ２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较第 １阶段年均发文数量成倍增

长；第３阶段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加速增长，年均发文
量达到６０００多篇。医学信息学领域期刊文献总量

的增 长 趋 势 线 指 数 模 型 拟 合 最 优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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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７０２ｅ０１０３６ｘ，Ｒ２＝０９６２８），说明该领域研究呈 指数快速增长。

图１　医学信息学领域发文情况

３２　期刊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３１种医学信息领域期刊中发文
量前３位是 《医学统计》 《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

《生物医学中的计算机方法和程序》。被引频次前３
位是 《医学统计》 《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 《美国

医学信息学协会杂志》。３１种期刊中Ｑ１期刊１６种，

Ｑ２期刊５种，Ｑ３期刊 ７种，Ｑ４期刊 ３种。ＣＮＣＩ
最高的为５１６，１５种期刊 ＣＮＣＩ大于１。期刊影响
因子 《柳叶刀数字医疗》最高，为３６６１５。引文影
响力前３位是 《医学统计》 《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

杂志》《生物医学信息学杂志》。医学信息领域发文

量前１０位期刊情况，见表１。

表１　医学信息学领域发文量前１０位期刊情况

序号 刊名 ＩＳＳ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篇）

被引

频次

期刊影响

因子分区

期刊

影响因子
ＣＮＣＩ

引文

影响力

１ 《医学统计》（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０２７７－６７１５ ６１２７ １９５０６８ Ｑ１ ２４９７ １０９ ３１８４

２ 《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４３８－８８７１ ５６８９ １３０３８０ Ｑ１ ７０７６ １７０ ２２９２

３ 《生物医学中的计算机方法和程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０１６９－２６０７ ３９９３ ７３５９７ Ｑ１ ７０２７ １２２ １８４３

４ 《美国医学信息学协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６７－５０２７ ３０７１ ９７３９８ Ｑ１ ７９４２ １６５ ３１７２

５ 《医学＆生物工程＆计算》

（Ｍｅｄ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０１４０－０１１８ ２７８３ ４９６７１ Ｑ２ ３０７９ ０６７ １７８５

６ 《临床实践评估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１３５６－１２９４ ２７７８ ３６３３１ Ｑ３ ２３３６ ０５９ １３０８

７ 《医疗系统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 ０１４８－５５９８ ２６３５ ４２１６９ Ｑ１ ４９２０ １０１ １６００

８ 《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１３８６－５０５６ ２４８５ ５５３９０ Ｑ１ ４７３０ １０９ ２２２９

９ 《生物医学信息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１５３２－０４６４ ２４８２ ７６５７２ Ｑ１ ８０００ １２６ ３０８５

１０ 《ＢＭＣ医学信息学与决策》

（ＢＭ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０２７７－６７１５ ２３３６ ３３４６２ Ｑ３ ３２９８ ０８７ １４３２

３３　国家及地区分布

医学信息学３１种期刊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所刊载论

文涉及国家或地区１６７个，涉及论文数量前１０位的
国家及地区，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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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医学信息学领域论文国家或地区分布

序号
国家或

地区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篇）

被引

频次
ＣＮＣＩ

引文

影响力

被引次数排名

前１％的论文百分比 （％）

所有开放获取

论文百分比 （％）

占３１种期刊所有

论文百分比 （％）
１ 美国　　 ２０６４４ ４５０１５２ １１９ ２１８１ １７７ ６３３０ ３７６８
２ 英国　　 ６１６９ １８７５７９ １４９ ３０４１ ３０２ ６３６２ １１２６
３ 英格兰　 ５５３８ １７３００６ １５３ ３１２４ ３０３ ６４１６ １０１１
４ 德国　　 ４５９７ ５６１４７ ０７２ １２２１ ０８７ ３９３５ ８３９
５ 中国　　 ４１７２ ５３３７６ １２８ １２７９ １９９ ４４１３ ７６２
６ 加拿大　 ３７５０ ８６３０７ １２３ ２３０２ ２０８ ４８９９ ６８５
７ 澳大利亚 ３２２８ ６１５１５ １２３ １９０６ １９５ ５９５４ ５８９
８ 荷兰　　 ２６７６ ６５１２５ １２４ ２４３４ １６８ ６４４２ ４８８
９ 西班牙　 ２１５７ ３４９４９ １０４ １６２０ ０８３ ４９７９ ３９４
１０ 意大利　 １７６８ ３１０６８ １０７ １７５７ １４１ ４０９５ ３２３

　　注：中国论文统计未包含港澳台地区。

３４　机构分布

３１种期刊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涉及发文机构 ６２１１
个，发文量前１０位机构，见表３。

３５　高产出作者

医学信息领域３１种期刊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涉及作
者２６万余人，论文产出前１０位作者，见表４。

表３　医学信息领域前１０位发文机构

序号 发文机构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篇）

被引频次 ＣＮＣＩ
国家或

地区

国际合作

百分比

（％）

被引次数排名

前１％的论文

百分比 （％）

所有开放

获取论文

百分比 （％）

１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

（Ｌｅａｇｕｅ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４５３０ １２９６２２ １４０ 欧盟　 ４６６４ ２３０ ６０１５

２ 哈佛大学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２２３ ６２４０５ １５５ 美国　 ３３５６ ３４２ ７５０３

３ 加州大学系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１３ ３４６８１ １４０ 美国　 ２７１５ ２９８ ７５３９

４ 伦敦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１２６５ ３７１９９ １６９ 英格兰 ５４２３ ３４８ ７２０２

５ 德克萨斯大学系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Ｓｙｓｔｅｍ）

１１３２ ２０２９１ １０８ 美国　 ２４５６ １０６ ７２００

６ 多伦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 １００５ ３３３６７ １６９ 加拿大 ３７８１ ３５８ ５７２１

７ 法国研究型大学联盟

（ＵＤＩＣＥ－Ｆｒｅｎ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８７８ １４７６４ １００ 法国　 ４２３７ １１４ ５０２３

８ 哥伦比亚大学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７７ ２５６１３ １４４ 美国　 ２６２３ １９４ ７８２２

９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
!

ＵＳＡ）

８２５ ２１８０４ １３０ 美国　 ２２６７ ２９１ ７２２４

１０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ｅｔｅｒａｎｓＡｆｆａｉｒｓ）

８１６ ２１７３２ １４８ 美国　 １３３６ ２０８ ７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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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医学信息领域前１０位高产作者

序号 作者 所属机构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篇）

被引

频次
ＣＮＣＩ

国际合作

百分比

（％）

被引次数

排名前１％的

论文百分比 （％）

ｈ

指数

１ ＢａｔｅｓＤＷ 哈佛大学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４３ ４５２４ １６１ ３７０６ １４０ ３７

２ ＨｒｉｐｃｓａｋＧ 哥伦比亚大学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６ ２３８２ １８６ １５１２ ２３３ ２７

３ ＷｅｎｇＣＨ 哥伦比亚大学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９ １６７６ １１９ １３９２ １２７ ２０

４ ＷｒｉｇｈｔＡ 哈佛大学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３ ２０１１ １３４ ２７４ １３７ ２６

５ ＳｉｔｔｉｇＤＦ 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ｏｕｓｔｏｎ）

７１ １５１５ １３０ １２６８ ０００ ２４

６ ＸｕＨ 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Ｈｏｕｓｔｏｎ）

６８ １４１１ １７０ ４１１８ ２９４ ２０

７ ＬｉｕＨＦ 梅奥医学中心 （ＭａｙｏＣｌｉｎｉｃ） ６６ １３９３ １７０ １８１８ ４５５ １８

８ ＤｅｎｎｙＪＣ 范德堡大学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３ ２７８５ ２３９ ７９４ ７９４ ３０

９ ＤｅｌＦｉｏｌＧ 犹他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ｔａｈ） ６１ ６２２ ０７０ ４９２ ０００ １５

１０ ＡｃｈａｒｙａＵＲ 亚洲大学 （Ａｓ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７ ３６６４ ３００ ９６４９ １２２８ ２４

３６　基金分布

３１种期刊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涉及基金资助机构６７８
个，基金资助论文 ２２８０６篇，占论文总数的

４１６３％。前１０位资助基金，见表５。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国际合作百分比相对较高，开

放论文占比相对较低。

表５　医学信息学论文前１０位资助基金

序号 名称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文数

（篇）

被引

频次
ＣＮＣＩ

国际合作

百分比

（％）

被引次数排名

前１％的论文

百分比 （％）

所有开放

获取论文

百分比 （％）

１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９０３３ ２３３８９９ １３１ １９０１ １９７ ８１１８

２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 －ＵＳＡ）

８２１７ ２１４７９３ １３２ １９４２ ２０２ ８２６３

３ 欧盟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２８７０ ８０３５０ １４４ ４０６６ ２７５ ６５０５

４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１７０ ２６９２０ １２７ ３５０７ １８９ ３８８５

５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 （ＮＩ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８９６ ４５０８９ １１３ １９８８ １９５ ８０８０

６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ＮＩ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７２８ ５５５１２ １３９ １３２５ １９７ ９２６５

７ 英国科研创新办公室 （Ｕ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４９５ ５９１８２ ２０１ ４０２７ ５０８ ７４９２

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

（ＮＩ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６５ ２０６２４ １４９ １３９９ ２１６ ９４８４

９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ＵＫ） １０３６ ４７５０３ ２１５ ４０５４ ５６９ ７２９７

１０ 美国卫生保健和质量管理局

（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９４５ ２５４２７ １３１ １２４９ １８０ ７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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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研究方向

医学信息学是新兴交叉学科，为了发现医学信

息学研究最新学科交叉情况，选取 ３１种期刊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共２５７００篇文献，分析其在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分类体系下的研究方向，见图２。共涉
及１８个研究方向，其中与医学信息学交叉关联比
较强的８个是医疗保健科学与服务、计算机科学的
跨学科应用、数学与计算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及信

息系统、统计与概率、生物医学工程、公共环境和

职业健康、医学研究和实验。

图２　医学信息学研究方向

３８　研究热点

为了发现医学信息学研究最新进展，选取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文献，通过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分析，选择出
现频次大于６０的２２６个关键词，形成共现网络，聚
合成以下几类：移动医疗、计算机技术、电子病

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见图３。

图３　医学信息学研究热点

移动医疗方面关键词包含电子健康、移动电

话、远程医疗、移动健康、数字健康、互联网、移

动应用程序等；计算机技术包含机器学习、深度学

习、人工智能、卷积神经网络、分类、特征提取

等；电子病历方面包含电子健康记录、卫生保健、

医学信息学、临床决策支持、患者安全、可用性、

决策、健康信息技术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包含文

本挖掘、信息提取、药物警戒等。

４　讨论

４１　多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多学科、多领域

间的交叉融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２０２１年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通知，新设置 “交叉学

科”门类。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等多所院校先后成立交叉学科研究院，致力于多

学科交叉研究。医学信息学是一个新兴快速发展的

综合交叉学科，医学信息学 ＋Ｘ的学科交叉将日益
丰富，医学信息学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计算机

科学、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管理科学等学科融合

会更加紧密。医学信息学与多学科领域的深度交叉

融合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医

学信息学借助大数据、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多领域交叉融合，扩展其理论、方法及内容，服务

于国家健康战略，提升公众健康生活水平。科研人

员应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交叉学科发展，不拘泥于

某个、某些学科知识基础，应用多学科新技术、新

方法，兼容并包，交叉融合，在大健康背景下促进

新医科的发展。

４２　向健康信息学拓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命医疗健

康相关领域更加关注，数字健康成为健康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医学信息学将向健康信息学拓展。健

康信息学的概念和学科范畴尚未形成国际共识。周

晓英等［１７］梳理健康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的关系，分

为包含、被包含、等同、相互独立但有重叠４种关
联，广义的健康信息学是一个学科群的总称，可称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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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健康信息学，狭义的健康信息学将其看作医学

信息学的并列或者分支。国际健康信息学快速发

展，并不断扩展，电子健康病历、卫生保健、健康

信息技术、健康数据应用等是健康信息学的发展方

向。中国健康信息学在初步发展阶段，在健康中

国、数字中国发展战略下，在数字健康、慢病控

制、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健康知识信息服

务、大众健康素养的提升将成为医学信息知识服务

的新内容。

４３　健康医疗数据的开放共享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的开放共享，数据的可获得

性提高，真实世界研究将日益广泛，多源异构数据

的整合，医学知识数据的处理、表达，语义技术的

发展，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将进一步促进精

准医学的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在临床

诊疗与决策、药物研发、公共卫生监测、公共健康

管理、医疗卫生政策决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国

际健康医疗开放数据已具规模，形成相对完善的应

用体系、政策法规以及平台，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健

康医疗数据的开放和应用，目前已成立多个健康医

疗大数据研究院，形成多个数据平台，促进其应用

发展。健康医疗数据开放共享的同时更加强调关注

远程医疗与移动医疗、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等计算

机技术应用、数据伦理与数据安全等。应积极推动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开放获取及应用，从过程维度、

支撑维度、管理维度等方面，促进相关工作，提高

数据的共享和重用，促进科学交流，服务于科技创

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４４　医疗信息化走向智慧医疗、智慧健康

５Ｇ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与医疗服务

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走向智慧

医疗、智慧健康。２０２１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推进电子

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 “三位一体”的智慧医

院建设和医院信息标准化建设。大力发展远程医疗

和互联网诊疗，推动手术机器人等智能医疗设备和

智能辅助诊疗系统的研发与应用。智慧病房、智慧

医院、移动医疗将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个性化、精

准智慧医疗服务。可穿戴设备、基因测序技术、虚

拟现实技术等将提供智能健康监测、评估与指导。

数智环境下的智慧健康信息服务成为健康信息服务

发展的新方向。

５　结语

医学信息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近年来快速发

展，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该领域 ３１种
高影响力期刊 ２００２—２０２１年刊载论文情况进行研

究，有助于了解掌握医学信息学发展现状以及趋

势。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医学信息学交叉关联比较强的方

向有医疗保健科学与服务、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应

用、数学与计算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及信息系统、

统计与概率等；研究重点包括移动医疗、计算机技

术、电子病历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医学信息学

相关研究在公共卫生政策、临床决策支持、医学科

学研究、医药研发、科研评价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医学信息学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１８］，如电子病历信

息化数据整合与标准化［１９］、数据共享、数据安全与

数据伦理等，科研人员应以发展的眼光、包容的态

度、合作的精神致力于医学信息学的发展，并根据当

前实际状况与社会发展需求深入研究，以助力卫生健

康信息事业的蓬勃发展，提高公众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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