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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落实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防控策略，推动医疗、公共卫生融合的居民健康管
理。方法／过程 以打通业务联动和数据融合为基础，设计构建区域化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建立患者全
息健康档案，采集日常监测数据，实现建档、诊疗、随访、饮食／运动管理、风险评估、智慧宣教等系统功
能。结果／结论 平台使用初期为数千例糖尿病与高血压患者提供区域内一体化健康管理服务，实现慢性病患
者健康信息全面掌控与监测，逐步构建居民健康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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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

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２］。我国慢性病患者人群基

数大、发病率高，糖尿病患者数量超过 ９７００万、

糖尿病前期人群接近 １５亿人，高血压患者超过

２７亿，加强综合防控，推进疾病治疗向预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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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转变已成为共识［３－４］。多种慢性病健康管理

及防治新模式的提出［５］，体现了数据和信息平台的

技术支撑作用［６－８］。研究人员设计研发了多种健康

管理技术平台［９］，用于支持个人动态健康管理［１０］、

社区公共卫生重点人群健康管理［１１－１２］、综合性医

院临床预后健康管理［１３］等，此外还有针对糖尿病、

高血压单一病种的健康管理系统［１４－１５］。研究数据

表明信息平台以及相应干预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够大

大提升糖尿病、高血压等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水

平，提高疾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降低发

病率、病死率和致残率［１５－１７］。

在南京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指导下，南

京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与泰山、沿江、顶山等街

道卫生服务中心组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单位，服务

周边８０万居民。近年来南京江北新区统筹建设了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卫生专线实现区域卫生信

息平台与医院信息网络的连通。依托医联体建设，

在临床诊疗要求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１８］的

联合指导下，由医院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老年

医学科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公共卫

生科组建联合的慢性病健康管理团队，设计慢性病

健康管理服务包，研发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形成医师／护师／健康管理师协作、医防联动、业务
融合的健康管理模式，构建区域化慢性病健康智慧

管理体系。本文设计实现的平台用于支撑区域化慢

性病健康智慧管理体系的构建。

２　平台架构

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包括专科检测设

备层、数据／知识库层、功能层、跨系统接口层、
服务人群应用层以及相关安全保障与标准规范，见

图１。专科检测设备层实现慢性病患者专科检测和
日常监测数据感知与接入。数据／知识库层实现居
民健康档案、就诊记录、检验检查报告、病历以及

专科检测、日常监测数据融合，形成个人全息健康

档案及知识库与评估模型的管理。功能层提供健康

管理服务，包括方案管理、线上咨询、智慧宣教、

就医指导、心理疏导、营养干预、运动指导、体征

记录、预警提醒等。接口层实现与医院数据中心、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等的连

通。应用场景包括对慢性病患者、社区／检后／居家
等健康管理人群的服务。

图１　平台总体框架

３　业务联动设计

慢性病的健康管理具有长期、长链条和跨机构

特性，全流程和闭环的健康管理要求建档、体检、

就诊、宣教、随访等多业务间实现业务联动与相互

补充，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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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区域化慢性病健康管理业务联动

３１　社区建档

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健康档案时，在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就诊数据 （医院上报）中检索患

者基本信息与诊断信息，如存在相关数据则读取患

者基本信息和就诊记录、辅助检查、体检报告辅助

建档。

３２　医院体检

居民在医院进行健康体检时，在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查询其年度健康体检状态，如存在相关数据则

读取基本信息；如未完成年度体检则加选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体检套餐；体检完成后向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推送体检报告。

３３　医院就诊

居民在医院就诊时，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检索

居民健康档案，如存在相关数据则读取基本信息，

在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
候诊列表中标记慢性病管理状态标签；提供接口便

于医护调取和查阅居民健康档案、体检报告和随访

记录等。

３４　社区随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居民随访时，在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检索患者基本信息与诊断信息，如存在

相关数据则读取就诊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医嘱处

方等信息，填充为相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随访项目

值，并补充采集其他随访项目值。

３５　健康宣教

居民在医院接受高血压、糖尿病健康宣教时，

向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推送健康宣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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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互联互通设计

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须与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等业务系统互通，主要通过抽取、转

换和加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ＥＴＬ）、Ｒｅｓｔｆｕｌ接
口、界面接口工具实现异构系统的连通。

４１　系统互联

一是对接医院数据中心，实现与院内ＨＩＳ、临床
检验系统、超声系统、电子病历系统互联互通，其中

就诊记录、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数据采用 ＥＴＬ工
具批量抽取，实现分钟级数据同步，患者管理、健康

状态信息采用Ｒｅｓｔｆｕｌ接口实现实时标记。二是对接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与区域内多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ＨＩＳ、临床检验系统互联互通，其中就诊记录、
检验报告数据采用 ＥＴＬ工具实现分钟级数据同步。
三是对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实现健康档案、

随访、宣教数据的互联互通，其中健康档案基于

ＥＴＬ工具实现日级数据抽取。四是对接专科检查设
备，实现人体成分分析仪、震动感觉阈值检测仪、

末梢血管观察仪、动脉硬化检测仪、超声骨密度仪

等设备数据采集，分别基于 ＨＬ７、ＭＱＴＴ、Ｗｅｂ服
务、文件共享等制式接口实现设备接入。五是以网

络地址与端口映射方式提供互联网入口，实现患者

端登录、居家状况监测等，见图３。

图３　平台系统互连

４２　数据融合

医院数据中心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系统数据的

内容存在重合与关联，见表１。因此，可基于身份
证号、医保卡号等实现患者与居民身份的绑定与关

联，读取与融合患者主索引、就诊记录、检验检

查、医嘱处方、健康宣教、预后随访和日常监测数

据，形成全息健康档案。

字典和目录项在归集和整合患者就诊、检验、

检查、处方、手术、随访数据时发挥基础性作用。

对于性别、民族、婚姻、血型、学历、职业、手术

级别、手术切口类别、采血方式等通用字典项执行

国家标准和ＷＳ／Ｔ３６４卫生健康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标准，数据交互时实现院内编码向通用编码转换。

药品目录、耗材目录、疾病诊断、手术目录、体检

项目、检验检查项目等基础目录版本多、条目多、

不定时更新，则连同就诊记录、检验检查、医嘱处

方一同上报，查询时转换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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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医院诊疗与基本公共卫生管理数据项对照示例

医院数据

类型
医院数据项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据类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据项

患者基本

信息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联系电话、国籍、民

族、户籍地址、现住地址、邮政编码、住宅电

话、血型、学历、职业、婚姻、监护人姓名、

监护人电话、单位名称、医保卡号等

居民个人信

息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工作单位、本人电话、

联系人姓名、联系人电话、常住类型、民族、血型、文化程

度、职业、婚姻、医疗费用支付方式、药物过敏史、暴露

史、既往史、家族史、遗传病史、残疾情况、生活环境

体检与检

查报告

疾病诊断、主要症状、体征、现病史、过敏史、

既往史、遗传家族史、患慢性病代码、旅居史、

体格检查记录、检验报告、超声／影像／检查报

告、处方等

居民健康体

检

一般状况 （体温等１２项）、生活方式 （体育锻炼等５项）、

脏器功能 （口腔等４项）、查体 （皮肤等１３项）、辅助检查

（血常规等 １５项）、现存主要健康问题 （脑血管疾病等 ７

项）、住院治疗情况 （住院史等２项）、主要用药情况
预后随访 用药、饮食、运动情况，生活方式、收缩压、

舒张压、空腹血糖、餐后血糖、日常症状等

２型糖尿病／

高血压随访

测量血糖／血压、评估是否存在危急情况、评估两次随访期

间症状、评估并记录最近一次各项辅助检查结果、测量体重

／心率、检查足背动脉搏动、评估患者生活方式、服药情况

５　平台功能设计

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包括患者端、医

护管理端 （含护师端、健康管理师端、医师端）、

平台管理端 （含全息健康档案管理、健康管理方案

和平台调度管理）等模块。

５１　患者端

患者端为患者提供参与健康管理的通道，辅助自

我健康管理。一是接收健康管理专家团队的健康管理

计划，查看个人饮食、睡眠、运动方案并记录执行情

况。二是定制、调取、查看健康报告。三是接收用药

和风险预警提醒。四是接收个性化宣教内容。

５２　医护管理端

５２１　护师端　为护师提供慢性病健康管理工

具，是健康管理的主要提供端。针对每个患者的健

康趋势配置不同健康管理计划，对个性化宣教提

醒、合理用药功能给出修改意见。审查健康管理师

端推荐的方案。针对不同属性的患者给出就医建

议，对接院内专科通道或协助院内转诊。

５２２　健康管理师端　在知识库帮助下，参与健

康管理方案制订。跟踪方案的执行与修订。长期跟

踪随访和复诊工作，形成闭环流程。

５２３　医师端　将患者按不同属性分类，给予其
专业医疗支撑如诊疗、答疑等。审核健康管理方案

并关注重点患者健康状态。查看患者全息健康档案

数据，可通过公众号或小程序进行医患沟通。

５３　平台管理端

５３１　全息健康档案管理　全息健康档案是健康
管理的基础，通过抽取、融合、更新提供患者健康或

患病的多维展现，实现风险评估与预警。基于身份证

号、医保卡号等唯一标识，读取与融合患者主索引、

就诊记录、检验检查报告等形成全息档案。按维度、

时间线组织和展现健康档案。利用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模型，实现用户健康风险评估。
５３２　健康管理方案管理　制订营养、运动、睡
眠改善计划，查看历史记录。通过心率、呼吸、心

率变异性、心脏负荷、心理压力值等开展心血管疾

病风险、心脏病风险、综合健康评分。智能推送匹

配度高的糖尿病、高血压健康宣教文章、视频、动

态信息，实现个体化宣教。

５３３　平台调度管理　包括健康管理大屏、健康
实时数据监测、用户群画像分析、调度指挥记录等。

６　平台技术与实现

６１　跨系统集成设计

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与医院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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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系统、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系

统、区域信息平台交互，是跨系统的信息集成，降低

系统耦合振荡，持续提供稳定服务是技术方案制定的

难点问题。通过分析，确立３个设计原则以降低系统
耦合度与跨系统事务假死现象发生率：精简应用程序

接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数量
和降低调用次数；优先使用数据同步方法替代 ＡＰＩ
接口；使用独立模块检查数据的完整性与一致性。

具体而言，一是对字典项、基础目录项、就诊记

录、检验检查记录与结果、医嘱、电子病历等字段

丰富、条目多的数据采用 ＥＴＬ工具定时抽取汇集，
其中检验检查结果采用高频准实时抽取策略，用于

风险预警分析，其他数据则以天为单位同步，降低

数据库存取负载。二是 ＡＰＩ接口主要传递身份标
识、状态信息，如患者标识、是否建档、是否体

检、是否随访等状态，减少跨系统的数据完整性约

束检查。三是跨系统数据调阅时同时提供数据 ＡＰＩ
接口和原生界面接口，确保调阅成功率。

６２　系统实现

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的主体功能分别

对应核心业务、第三方系统对接、业务数据防污染

隔离及数据清洗服务模块。核心业务模块实现患者

端、医护管理端和平台管理端功能；第三方系统对

接模块则实现外部系统中诊疗、随访、监测数据汇

总至中间库，再将中间库数据定期同步至主业务数

据库；业务数据防污染隔离模块与数据清洗模块则

确保业务数据的一致性与完整性。主业务数据库采

用ＭｙＳＱＬ数据库，中间库采用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Ｒｅ
ｄｉｓ作为缓存数据库提供业务实时性保障。平台内部
服务交互采用远程过程调用 （ｒｅｍｏｔ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ａｌｌ，
ＲＰＣ）方式，配置任务调度服务和ＲａｂｂｉｔＭＱ消息队
列。Ｎｇｉｎｘ提供网关服务，实现请求的负载均衡和
转发代理，请求采用 Ｈｔｔｐ和 Ｈｔｔｐｓ协议。平台支持
用户统一登录，所有接口具备令牌安全验证，实现

角色权限控制，见图４。

图４　平台技术架构

　　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已将 ５０００余例糖尿病
与高血压患者纳入平台管理，参与慢性病患者管

理的医师、护师、健康管理师 ５０余人，平台自
动生成每日随访患者列表，按月／年统计慢性病
管理率、血压血糖管理规范率等，展示随访完成

率、患者依从性、生活方式变化等情况。通过平

台的应用与支撑，健康管理团队实现了区域内糖

尿病、高血压患者群体健康信息的全维掌控与

监测。

７　结语

本研究设计实现区域慢性病智能健康管理平台，

以破解慢性病社区患者群体健康管理与防治难题。该

平台以业务联动、全息健康档案为基础，提供患者

端、医护管理端、平台管理端等模块支撑方案管理、

线上咨询、智慧宣教、就医指导等规范化服务，逐步

形成慢性病居民健康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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