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 动嘉善：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
模式研究 

庞　爽１　肖国华１　李　广１　蔡静玲１　曹雯吉２　岳立萍１　徐　燕１

（１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２０９　　２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天凝镇人民政府　嘉兴 ３１４１０９）

〔摘要〕　目的／意义 以嘉善县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模式为例，探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模式下慢性病管理
新策略。方法／过程 采用ＰＥＳＴ－ＳＷＯＴ分析法，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４方面分析嘉善县基于区块链的慢
性病管理模式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结果／结论 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模式可确保数据间无缝连接与
共享，保障患者个人信息和健康资料的安全可追溯性，促进嘉善县区块链技术和慢性病管理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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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以及人口老龄

化和生活方式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以下简称

慢性病）成为公共健康面临的主要挑战。基层医疗

体系是慢性病防控的关键环节，但相对薄弱。为加

强此环节，国家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提出优化资

源配置和数据共享指导意见。区块链技术在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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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具有应用潜力，但在县域医共体中的应用尚

处起步阶段［１］。本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为

例，通过ＰＥＳＴ－ＳＷＯＴ分析，探讨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模式下慢性病管理新策略。

２　嘉善县慢性病管理成果和经验

近年来，嘉善县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取得显著进

展，见图１。嘉善县是国家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被纳入 “双示范”建设项目，建立

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网络，包括智慧急救平台和

医共体核心医院等，形成连续医共体健康服务闭

环。两家核心医院在慢性病管理方面有所创新：嘉

善县第一人民医院设立智慧化 “诊后疾病管理中

心”，提供全周期管理服务；嘉善县中医医院则成

立 “医防融合工作室”和慢性病联合病房，全面融

入中医药元素，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和指导。嘉善

县响应健康中国和数字中国战略，通过 “智慧健康

细胞”工程，建设智慧健康小屋、流动 “健康 ｅ
站”和医生工作站，依托县域数字医共体，构建居

民全生命周期的 “３６０健康视图”，形成个人健康档
案，并实现部分数据互联互通。

图１　嘉善县慢性病管理发展历程时间轴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

３　嘉善县慢性病管理存在的问题

３１　县域信息化平台建设与信息共享有待加强

调研发现，嘉善县两大医共体在慢性病信息共

享方面有待加强，导致患者在不同医院重复建档。

“智慧健康小屋”数据已纳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但与医共体慢性病管理平台未实现联通。此外，嘉

善县第一人民医院的院内系统间信息交流不足，影

响患者信息共享。这些问题使慢性病管理在不同医

疗机构中形成数据 “孤岛”，阻碍对慢性病患者的

综合健康管理。

３２　健康数据存储与共享存在隐私泄漏风险

在数据存储方面，嘉善县两大医共体依赖第三

方存储机构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存在风险。

若第三方数据中心受损，服务区将难以转移和备份

海量数据，修复数据困难，可能引发单点故障和重

大损失。此外，恶意用户可能通过互联网攻击医疗

机构数据库，窃取患者健康信息，威胁个人隐私安

全［２］。在数据共享方面，由于不同医院慢性病管理

系统数据规范不一，远程数据传输可能存在安全漏

洞，增加系统崩溃风险，也可能引发患者隐私泄漏

问题。因此，在跨机构的健康数据共享过程中，存

在患者隐私泄漏风险。

３３　多元主体参与视角下容易忽视 “患者主动式管理”

“患者主动式管理”指患者对自身健康数据的

所有权。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信息所有权缺失，医

疗机构各自保存信息增加了数据损坏和隐私泄漏风

险［３］。医生访问权限若不受监管，可能导致未经授

权的数据使用，如恶意复制、植入木马或未经同意

的科研用途，进一步威胁患者隐私［４］。

４　区块链技术在慢性病管理中的优势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强调利用技术手段加强慢性病信息分析与利

用，以制定有效的疾病防治策略［５］。区块链技术通

过建立互信机制，满足慢性病数据采集的客观性、

存储的安全性、传递的高效性以及利用的智能性需

求，有助于加强对慢性病患者信息的全程管理。

４１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促进慢性病信息资源共享

区块链利用其分布式账本技术，在所有参与节

点上存储和备份慢性病诊疗信息，促进慢性病信息

资源的分布式共享。共识机制确保所有节点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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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步更新数据［６］。通过区块链，不同来源的慢性

病信息得以分布式存储，保障数据公开透明。基于

共识机制，患者、医疗团队、医疗机构和政府职能

部门等均可作为节点用户参与到区块链中［７］。开放

和共享慢性病数据不仅避免了重复收集和人工失

误，还有助于防止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问题。

４２　区块链保障慢性病信息完整、安全和可追溯

区块链技术结合了分布式存储和密码学，为慢

性病信息管理提供了一种创新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数据在每个节点上都有备份，即使某些节点受

损或遭遇黑客攻击，数据完整性仍能得到保障。哈

希算法的使用使任何数据篡改都会被网络中的其他

节点迅速发现。此外，不可篡改的 “时间戳”使每

笔数据记录都可追溯［８］。这些技术不仅可防止数据

被恶意篡改，还可确保患者信息的可追溯性和审计

便利性，从而在技术层面保障慢性病信息管理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４３　区块链高度自治增强慢性病信息验证效率和
隐私保护

　　区块链技术采用非对称加密，其中 “公钥”用

于加密，“私钥”用于解密［９］。这种机制允许信息

所有者通过 “私钥”授权来精确控制信息访问权

限，解决了患者在传统信息管理中难以控制个人数

据的问题。患者即使转诊至新的医疗机构，也可通

过 “私钥”授权医生访问其历史治疗信息，从而获

得在管理健康数据方面的主动权。在数据共享过程

中，患者无须透露身份信息，进一步增强了患者隐

私保护。

５　嘉善县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模式
ＰＥＳＴ－ＳＷＯＴ分析

５１　ＰＥＳＴ－ＳＷＯＴ分析

ＰＥＳＴ分析聚焦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和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大宏观

环境因素，评估其对战略目标和规划的影响。而

ＳＷＯＴ分析则聚焦于内部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和外部机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ｓ），通过综合考虑制定发展战略。ＰＥＳＴ－

ＳＷＯＴ分析结合这两种战略管理中的核心工具，从

内外部环境深入分析研究对象，全面审视优势、劣

势、机遇和挑战，特别关注政治、经济、社会和技

术方面的表现，形成综合交叉分析，使战略规划更

科学全面。在医疗健康领域，ＰＥＳＴ－ＳＷＯＴ分析为

战略规划提供全面视角和决策支持［１０－１４］。

５２　嘉善县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模式ＰＥＳＴ分析

５２１　政治因素　２０１７年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

期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年）》出台，开始构建慢性病

防治网络［１５］。２０１９年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要促

进科技信息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和健康信息共

享［１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十四五”国民

健康规划》，加强慢性病管理，尤其是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已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１７］。２０２３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发布指导意见，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医疗信息共享和资源配置，推广精准医

疗、互联网医疗、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嘉善县在建

立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后，陆续发布 《健康

嘉善２０３０》行动纲要和 《嘉善县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等政策，致力于将健康理

念融入所有政策，全面推动慢性病防控。这些举措

预示着慢性病管理将成为嘉善县未来几年的关键发

展领域。

５２２　经济因素　嘉善县经济稳定增长，２０２３年

上半年 ＧＤＰ达４３４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００％，在

全市ＧＤＰ增长幅度排名中居第２位。居民收入提升，

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３２８２元，增长５６０％，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略高于城镇。收入增长带动对高质量医疗服

务的需求。县政府每年投入超７０万元用于慢性病

防控示范区建设，累计投入超２０００万元用于健康

环境建设。总投资近３０亿元的 “健康嘉善八大工

程”全面实施，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稳定

和医疗服务需求上升推动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区

块链技术将在互联网医疗服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５２３　社会因素　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变

化使慢性病成为主要健康挑战。嘉善县有超１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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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２０１９年人均预期寿命为８４０７岁，女

性８６５６岁，男性８１６９岁，主要死因为恶性肿瘤、

呼吸系统疾病等。作为国家慢性病协同管理示范项

目的试点地区，嘉善县近 ５年慢性病防控取得进

展，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增至８４５３岁，重大慢性病

早死率降至６７８％，吸烟率降至２０００％，健康素

养水平提升至３４０６％。传统管理模式无法满足不

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区块链技术助力慢性病管理模

式更有效地进行健康数据数字化处理和互联互通，

为患者提供便捷服务。

５２４　技术因素　在慢性病管理中，与传统电子

健康记录系统相比，区块链通过去中心化存储和加密

技术提升了数据安全性，实现跨机构数据共享和互操

作，降低数据泄漏风险；与云计算平台相比，区块链

增强了数据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减少了对单一云服务

提供商的依赖，提高了数据可靠性和透明度；与智

能健康设备相比，区块链统一数据标准，实现设备

间数据共享，提升数据完整性和设备安全性。因

此，利用区块链技术管理慢性病信息，能确保数据

准确收集和整理，并在存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保

护各方权益，为慢性病防控提供创新技术支持。

５３　嘉善县基于区块链的慢性病管理模式ＳＷＯＴ分析

５３１　优势　嘉善县作为国家级区块链创新应用

试点县，推出全国首个跨省域医保智能理赔平台，不

仅解决了跨省就医报销难题，而且利用区块链技术的

分布式、可追溯和不可篡改特性，实现了医疗数据高

效互联共享。这一创新举措大幅缩短报销时限，为

１５万余名参保人员提供便利，体现了嘉善县在技术

应用方面的前瞻性和执行力。作为区块链试点县和

慢性病防控示范区，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将为嘉善

县慢性病管理的数字化升级开辟新路径，进一步推

动区块链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广泛应用。

５３２　劣势　区块链技术高昂的开发成本和人才

需求成为实际推广的挑战。嘉善县尽管享有政府支持

和丰富的科研资源，却面临复合型人才队伍相对薄弱

的问题，尤其是缺少能够将区块链技术与医疗领域深

度结合的专业人才。这不仅限制了区块链技术在慢性

病管理中的实际应用，也影响了医学数据与区块链技

术的有效融合。对此，政府应在政策和经济方面提供

支持，同时推动制度层面改革，以促进跨行业复合型

人才的专业化发展，确保区块链技术在慢性病管理中

得到有效利用，发挥其应有潜力［１８］。

５３３　机遇　 （１）促进内部协作，深化信息共

享。共享数据可促进医学信息的联合建设和分享，

支持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有助于医疗机构降低成

本和优化资源分配。目前嘉善县慢性病管理面临数

据不通的问题，同时揭示了信息共享的巨大潜力。

各医疗团体应摒弃数据私有化的观念，利用区块链

的分布式存储优势，深入理解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

性，全面推动医疗信息化进程。 （２）突破技术壁

垒，把握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机遇。尽管区块链

技术尚存在一些自身未解决的问题，如链式架构的

处理速度瓶颈和分散存储与保密性的冲突，但这些

问题的解决将带来新的机遇。现有研究资料提供了

解决方案，如采用访问权限控制算法以提高处理速

率，或采用离线方式存储健康信息［１９－２０］。因此，

除了提升技术实力外，还需持续关注区块链技术在

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充分利用其发展优势，以更

有效地融入慢性病管理实践。

５３４　挑战　 （１）强化部门间协作，政府需进

行整体规划和统筹安排。区块链技术的主要成本在

开发阶段，随着机构数量增加，成本得以分散而降

低。然而，实现医疗机构间的有效协作和推广合作

共赢仍然是挑战。嘉善县政府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应明确慢性病管理发展的痛难点，重视医共体和卫

生机构的诉求，加强协调，完善制度，增加财政投

入，转接社会资源，评估区块链的应用成效，制定

下一步计划，创造适宜的社会支持环境，发挥政府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区块链技术在嘉善县慢性

病管理的应用提供保障。 （２）加强慢性病防控宣

传，提高居民健康意识。加强慢性病防控宣传和提

高居民健康意识对于慢性病管理至关重要。调研显

示，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仅有四分之一的慢性病患

者出院后愿意使用疾病管理服务，表明居民健康素

养和慢性病管理理念有提升空间。基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推广中医药健康教育，

以及提升网络媒体内容质量进行科学宣传和舆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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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都是提升居民健康意识的重要手段。但如何有

效实施这些措施以实现自我健康管理，仍然是一个

有待克服的挑战。

６　结语

嘉善县在应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慢性病管理方面

具有优势和独特性。目前，嘉善县已成功将区块链

技术与医保结合，确保数据间无缝连接与共享，有

效利用健康数据，保障患者个人信息和健康资料的

安全和可追溯性。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块链技术的实

际应用，建议由政府主导，全面协调解决慢性病管

理的问题，同时加强信息科技领域交流合作，提高

医疗机构信息化水平，通过协同降低整体运营成

本。深入开展更多对区块链技术应用和实践方面的

研究和探索，促进嘉善县区块链技术和慢性病管理

共同发展，推动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县与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齐头并进。

作者贡献：庞爽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修订；

肖国华负责数据分析、参与撰写研究结果部分；李

广、蔡静玲、曹雯吉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与初步分

析；岳立萍负责论文校对与修订；徐燕负责项目管

理、论文审核。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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