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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 支撑传染病监测预警% 公共卫生决策和疫情

防控等工作! 方法.过程 利用 6̀;g-% 标签体系% 智能模型等关键技术$ 构建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

平台$ 并进行应用实践! 结果.结论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有效支撑疾控数据跨部门归集治理$

提升了数据质量和共享效率$ 为推动公共卫生数字化转型和加快疾控现代化建设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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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也在重大

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近年来! 国内

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 传染病疫情报

告管理系统实现了传染病病例的实时报告与分析!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系统提高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各地建立的省级和市级公共卫生信息平台也提高了数

据的集中管理和利用效率-$.

" $#$( 年 " 月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印发 /加快建设完善省统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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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实施方案1! 提

出开展省级疾控云, 大数据协同等基础设施建设! 整

合现有传染病监测和应急相关信息系统! 建立 )全

国一网统管, 平台两级建设! 数据统一采集, 业务分

级应用* 的一体化省统筹区域平台" 当前! 公共卫

生信息化面临数据分散, 多源异构, 标准不统一等

挑战! 亟待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跨部门, 跨区域数据

共享-(.

! 建成集数据采集, 治理, 共享为一体的智

能化数据平台" 本研究基于浙江省实践! 探讨一体

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的构建策略! 重点解

决数据归集治理, 跨域共享等关键问题! 支撑传染

病监测预警, 公共卫生决策和疫情防控等工作"

#"平台构建框架

#$!"总体架构设计

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应兼具数据采集, 存储,

计算, 共享, 安全管控等一体化集成能力! 同时

可为公共卫生业务活动及其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治

理, 质量评价, 模型搭建等智能化应用支撑能力"

因此在设计平台总体架构时! 采用分层架构多级

应用的模式! 自下而上! 分为基础设施层, 数据

层, 交换层和应用层! 见图 "" 基础设施层采用云

计算平台! 提供应用部署环境, 数据存储环境和

基础网络服务" 数据层通过多部门数据采集! 建

立数据仓库! 采用大数据离线计算, 大数据实时

计算和大数据流式计算工具! 支撑数据归集和治

理! 并为应用层提供多样化的数据来源" 交换层

统一管理数据交换接口和交互规范! 打通与公共

卫生相关信息平台的数据通道" 应用层基于数据层

向各类业务应用提供数据交互服务! 实现一数一

源! 一处采集! 多方利用! 减少数据冗余! 提供统

一数据服务!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准确性和完

整性"

图!"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总体架构

#$#"功能模块

疾控部门亟需以数据为驱动加快转型发展-).

!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应具备广泛采集

数据, 高效治理数据, 安全管理数据, 便捷共享数

据的能力! 因此以下功能模块成为平台建设中的关

键要素"

#"#"$%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来源涉及疾控, 卫生

健康, 教育, 环保, 气象, 网信等多个部门! 数据

格式和采集方法不尽相同! 因此数据采集模块应具

备数据库对接, 数据交互接口对接和离线数据导入

等多种功能! 同时适配多种数据格式"

#"#"#%数据仓库搭建!数据仓库是平台的核心组

成-&.

! 用于完成数据对接, 存储, 治理与服务! 可

进一步细分为贴源层, 明细层, 公共数据层, 萃取

层! 通过逐层治理分析! 最终形成高可用的标准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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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业务专题库" 数据贴源层$ 完成各类公共卫生数

据的汇聚与存储 #与原始数据保持一致%" 数据明细

层$ 合并贴源层数据! 并完成数据主索引和数据更

新" 公共数据层$ 按业务维度分解形成标签集! 对

明细层数据进行标签化处理" 数据萃取层$ 按业务

标签提取公共数据层数据! 形成多维度的业务专题

数据库! 如应急资源专题库, 流感监测专题库等"

#"#"!%数据质量管理!为提升数据价值! 提高数

据挖掘效率! 平台应结合具体应用场景! 针对核心数

据开展质量评价与管理-% '7.

"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及数

据监管要求! 设置不同规则, 权重的数据质量评分体

系! 开展数据质量评分分析" 评分规则可按日,

周, 月等配置周期自动执行! 并出具评分报告"

#"#"&%数据资源管理!数据资源管理主要用于规

范数据资源的登记和流通! 促进数据共享利用! 包

括数据目录, 元数据, 数据字典, 业务数据集等"

其核心功能是数据编目管理! 支持按统一的规范和

流程完成归集数据编目"

#"#"'%数据交换共享!数据交换共享为跨部门,

跨区域的监测预警, 辅助决策, 应急响应, 资源配

置等工作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 平台向外提供数据

赋能的服务接口! 以及标准统一的数据共享实施路

径-*.

" 面向不同服务类型, 数据类型! 提供应用程

序编 程 接 口 # =EE?4>=:4@6 EA@BA=<<46B46:;AH=>;!

0Yg%, 数据库表对接等多种服务形式"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模块通过整合人工智

能技术驱动的辅助工具! 集成统计分析, 自动化建

模及可视化组件等核心模块! 提供数据预处理, 模

型构建和分析结果呈现的全流程智能化支持! 提升

数据分析效率! 实现高效精准的数据价值挖掘"

%"平台构建关键技术

%$!"*+,-.体系

基于人群, 疾病, 环境因素等核心维度! 通过算

法模型构建主索引体系! 为同一个体或实体分配唯一

标识符 #如患者g-, 疾病名称, 值域字典等%! 主要

构建流程如下" 一是定义标识规则! 明确生成唯一标

识符的数据字段 #如身份证号, 手机号, 姓名等%+

二是开发标识符生成算法! 确保唯一性和稳定性+ 三

是实施数据清洗与标准化流程! 消除重复及错误数

据! 统一数据格式+ 四是采用模糊匹配算法识别并合

并相同个体的多源记录+ 五是应用机器学习模型提高

数据匹配精度+ 六是创建主索引表作为体系枢纽! 存

储唯一标识符和原始数据映射关系+ 七是设置定期

更新机制! 确保新增数据能够及时纳入主索引+ 八

是实施数据质量监控机制! 持续修正数据错误"

%$#"精细化治理算法

在传统数据治理技术基础上! 引入人工智能技

术! 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准确性" 一是医疗文本标

准化!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实现诊断, 检验项

目, 检查项目, 药品, 手术操作等短文本数据的标

准化处理! 提取主诉, 检查结论等长文本数据的结

构化特征+ 二是地址标准化! 基于全国标准地址

库! 通过字符串处理, 语义识别与相似度计算技

术! 实现行政区划, 家庭住址, 单位地址, 学校名

称, 医疗机构名称等地址实体的标准化映射"

%$%"标签管理

数据标签是提升数据管理和分析效率的重要手

段之一! 构建智能标签核心管理功能包括如下步

骤" 一是建立符合业务数据需要的逻辑模型+ 二是

提供标签数据管理, 加工与查询的可视化交互界

面+ 三是开放业务对象的标签查询! 授权公共数据

标签的查询权限+ 四是支持类 ^ia实体关系关联查

询+ 五是实现查询结果一键封装数据服务0Yg"

%$&"智能模型

通过模型和算法的构建和应用! 建立多维传染

病监测预警技术" 一是开发特征提取算法! 快速提

取监测数据中的特征信息! 并转化为预警信号+ 二

是建立时空多维分析模型! 从时间, 空间等多维度

对传染病暴发的潜在风险进行预警-2.

+ 三是设置分

级预警规则! 按照病种差异配置预警时效-"#.

+ 四是

搭建模型工具引擎! 支持算子, 数据, 流程等关键

要素配置+ 五是构建疫情处置知识图谱! 辅助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规范处置+ 六是探索传染病暴发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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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基于疾病特征, 地域分布, 人群特征等多维

度参数! 实现疫情态势感知"

&"平台应用成效

省级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在

数据归集, 数据治理, 数据共享, 数据利用等方面均

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时与省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

急指挥平台联动! 推动公共卫生业务高效运行"

&$!"数据归集

通过交换接口或数据集成导入方式实现实时或

非实时归集传染病, 慢性病, 免疫规划等疾控业务

相关数据集 7"$ 个! 涉及 )" %)) 个字段! 约 ""17

亿条数据+ 获取教育, 环保, 气象, 网信等部门数

据集 "% 个! 共计 "1) 亿余条数据+ 建立卫生健康数

据共享数据库! 数据共计 "$12 亿条"

&$#"数据治理

通过持续推进数据治理! 已构建 * (%& 万个

6̀;g-实体标识" 数据标签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累计完成 "") 个业务标签开发" 其中$ 症候

群类标签 )) 个! 覆盖数据量 "#* ($% #$" 条+ 疾病

种类标签 * 个! 涉及数据量 $2 ")2 $7$ 条"

&$%"数据共享

平台提供 $) 个数据交互接口和 (# 个业务专题

库! 实现不同业务之间的数据共享服务! 同时根据

数据安全管理和分类分级要求! 对敏感数据字段实

施脱敏处理! 确保数据应用安全" 截至 $#$& 年 $

月! 数据被调用 ( %&% &%( 次" 数据共享服务主要

应用场景如下" 一是传染病监测预警 #占比 &(U%$

通过调取传染病报告数据, 中西医电子病历, 实验

室检测数据及影像学检查结果! 帮助公共卫生部门

实时了解传染病的发生情况! 迅速识别潜在疫情"

通过整合传染病报告和学生因病缺课监测数据! 快

速, 精准评估学校聚集性疫情风险" 借助多源数据

融合分析! 动态追踪传染病发病趋势! 自动识别聚

集性疫情! 及时触发预警机制! 实现疫情早期识别

和快速响应! 有效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二是重点传

染病管理 #占比 ($U%$ 基于门急诊电子病历和电

子处方数据! 建立传染病症状监测系统! 实时监测

分析病原体的传播特征! 提升传染病早期监测与预

警能力! 通过动态监测治疗效果和病程进展! 实现

重点传染病患者从发病至结局的全流程追踪管理!

为制定精准防控策略提供依据! 提升传染病管理的

科学决策能力" 三是应急处置 #占比 "&U%$ 依托

临床诊疗和实验室检测数据! 构建疫情风险评估模

型! 精准评估疫情的风险与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防

控策略" 通过调取门急诊电子病历和传染病报告数

据! 建立便捷的智能流调系统" 通过快速生成传播

链! 精准定位传染源与传播路径! 支持精准的疫情

溯源和高风险人群筛查" 通过多维数据的自动化流

转和分析! 显著提升应急响应效率! 以信息共享与

协同流程支持跨部门协同作战"

&$&"数据利用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有助于赋能

科研和业务数据挖掘" 通过智能搜索引擎提供高效

的数据查找功能! 帮助用户基于模糊, 碎片化的条

件! 在海量数据中快速精准定位个体医疗健康信

息+ 可视化引擎配备丰富的数据大屏模板与多元化

组件库! 可快速构建数据看板和驾驶舱! 缩短建设

周期并降低维护成本+ 智能科研引擎集成多种科研

工具组件! 支持数据清洗, 加工分析, 数据建模,

结果应用等科学研究全流程管理+ 空间分析引擎内

置多种时空分析模型! 支持传染病数据时空轨迹解

析与风险热区定位" 智能化分析引擎体系已实现与

平台数据仓库的无缝对接! 实时解析多渠道监测业

务数据! 支撑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决策的快

速响应"

'"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的总体架构和

关键功能! 通过 6̀;g-, 核心指标体系及数据标签系

统构建数据治理体系! 提炼公共卫生领域数据归集治

理的核心技术" 基于一体化智能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平

台开发实践! 实现了海量多源数据的标准化归集与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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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应用! 形成了支撑传染病监测预警, 重大传染病管

控与慢性病动态监测的数字化底座! 成为推动公共卫

生数字化转型和加快疾控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设

施" 后续研究将重点围绕以下方向$ 一是深化数据治

理与标准化体系建设! 提升数据质量与管理效能+ 二

是完善跨部门, 跨区域数据共享与协作机制! 构建

省域高效联动的公共卫生数据服务生态-"".

+ 三是引

入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分析算法! 增强传染病预测预

警模型的精度+ 四是制订公共卫生数据分类分级标

准! 健全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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