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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基于多源医疗大数据构建区域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 全面提升慢性病监测和防控

质效" 方法.过程 从各级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自动采集慢性病诊疗# 监测随访和健康管理等多源数据!

经过清洗和计算形成中间库"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患者全景数据视图# 预警监测分析模型和分级诊疗

规则! 实现医防协同智能监测# 慢性病病例报告# 慢性病筛查干预# 患者全程管理# 动态监测评价等功能"

结果.结论 该平台提高了慢性病监测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为区域慢性病防控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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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慢性病防

控形势日益严峻+! )(,

$ 庞大的患病人群和持续攀升

的医疗支出! 凸显了创新慢性病管理模式* 提高防

控效率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传统慢性病监测管理模

式存在诸多问题! 难以满足当前慢性病防控需求!

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数据壁垒化! 慢性病患者治疗

信息在医疗机构! 监测管理信息在公共卫生机构!

各机构间存在信息壁垒! 未实现互联互通! 基层负

担重! 重复录入现象严重$ 二是信息碎片化! 不同

机构分别承担慢性病筛查* 监测* 治疗* 随访* 管

理等职责! 缺乏有效的业务协同机制! 导致患者全

生命周期数据被碎片化分散管理! 不能形成有效衔

接$ 三是管理低质化! 慢性病监测依赖于医生发现

后被动报告! 时效低* 漏报多* 工作量大* 易出

错$ 四是面向公众应用少! 缺乏面向公众的筛查干

预* 风险评估* 健康建议渠道! 以及患者参与个人

健康管理的科学指导$ 目前! 部分基于机器学习的

大数据分析平台能够识别慢性病流行趋势和高风险

人群! 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 利用

可穿戴设备和生物传感器技术! 对血糖* 血压等关

键指标进行连续动态监测! 大幅提升数据采集的时

效性和准确性" 通过健康管理公众服务平台构建的

互动沟通网络! 促进患者与医生的交流互动和同伴

支持$ 这些信息化创新应用正在重塑慢性病防控体

系! 为慢性病管理模式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参考的实

践路径+* )!#,

$ 未来慢性病监测管理领域的信息化建

设将聚焦于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以及信息互联互

通和业务高效协同+!$,

$ 因此! 基于医疗大数据构建

区域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

$

医疗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 类型多样* 处理速度

快和价值密度高等特点+!(!!7 )!%,

$ 针对传统慢性病监

测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

术! 创新医防协同智能监测模式! 将主动监测嵌入医

生工作站! 融合集成公共卫生机构的监测随访和健

康管理数据! 有助于实现对慢性病的实时监测* 预

警* 管理和评估! 提高慢性病管理质量和效率$

#"总体设计

#$!"分层架构设计

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医疗大数据的区域慢性病

监测管理信息平台分层架构设计! 见图 !$ 主要包

括数据采集层* 数据集成层* 数据存储层* 数据分

析层和应用服务层$ 数据采集层基于大数据技术架

构的流式计算框架! 实时采集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

过程中各诊疗活动产生的数据! 融合集成公共卫生

机构信息! 解决数据壁垒化问题$ 数据集成层通过

数据抽取* 转换和加载技术! 对数据进行清洗* 整

合和标准化! 形成统一的数据视图! 解决信息碎片

化问题$ 数据存储层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 实现海

量数据高效存储* 计算和管理服务! 解决管理低质

化问题$ 数据分析层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

算法! 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 提升数据分析

应用质效$ 应用服务层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提供慢性

病监测* 预警* 管理* 评估等应用服务! 支持多终

端* 多角色访问和使用$

图!"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分层架构设计

#$#"软件功能设计

以提供全生命周期慢性病监测管理服务为目

标! 平台主要包括医防协同智能监测* 慢性病病例

报告* 慢性病筛查干预* 患者全程管理* 动态监测

评价等功能! 见图 #$ 一是医防协同智能监测$ 通

过对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数据资源的采集与整

合! 打破医防信息壁垒! 实现慢性病实时监测预

警! 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慢性病病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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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 发现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和

疑似病例! 及时报告给相关部门和机构! 进行早期

干预和治疗$ 三是慢性病筛查干预$ 运用智能化风

险评估算法! 开展重点慢性病筛查和干预! 降低慢

性病发病死亡和重症风险$ 四是患者全程管理$ 通

过建立慢性病患者电子健康档案! 整合多渠道采集

的碎片化信息! 实现患者全程跟踪和管理服务! 包

括病情监测* 治疗方案制定* 随访提醒等$ 五是动

态监测评价$ 对慢性病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动

态监测和评价! 为提升数据分析利用能力* 优化防

控策略提供数据支持$ 六是居民医学死亡证明管

理$ 依托全市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整合公

安* 民政* 住建等部门的死亡数据! 同时也为外部

门提供数据赋能服务! 为办理医学死亡证明* 殡葬

事务* 户口注销* 住房公积金提取* 养老账户一次

性待遇申领等提供数据支撑$ 七是慢性病专病队列

研究$ 结合不同慢性病特点! 开展个性化追踪研

究! 包括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 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 三高 %高血压* 高血

糖* 高血脂& 共管* 糖尿病前期筛查健康管理* 心

脑血管疾病风险预防干预等! 进一步提升管理质

效$ 八是公众健康助手$ 提供慢性病健康知识查

询* 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干预建议等服务! 搭建与

公众沟通的桥梁! 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健康管

理能力$

图#"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软件功能设计

#$%"业务流程设计

平台主要包括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分

析* 结果应用和反馈优化 ( 个关键业务环节! 见图

$$ 一是数据采集环节$ 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公

共卫生机构的多个数据源! 采集慢性病相关医疗数

据* 公共卫生数据和健康管理数据$ 二是数据处理

环节$ 对数据进行清洗* 整合和标准化! 形成统一

的数据视图! 存储在数据存储层$ 三是数据分析环

节$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 对数据进

行价值挖掘和深度分析! 形成图表类* 趋势类分析

结果$ 四是结果应用环节$ 提供慢性病监测* 预

警* 管理和评估等服务! 支持多终端* 多角色访问

和使用$ 五是反馈优化环节$ 根据应用服务效果和

用户反馈! 对平台的业务流程和功能不断优化和改

进! 提高其实用性和易用性$

图%"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业务流程设计

#$&"安全架构设计

平台安全架构设计! 见图 '$ 电子政务外网*

卫生健康专网和互联网共同提供数据传输网络服

务$ 承载平台运行的疾控云数据中心部署于电子

政务外网区域$ 系统用户分为互联网用户和卫生

健康专网用户! 互联网用户通过网络运营商链路

与疾控云数据中心连接! 卫生健康专网用户通过

防火墙和安全隔离网闸与疾控云数据中心连接$

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传输! 以确保安全性$

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8<9)@A59H AFF955F86I

>=8<! /+0S& 模型对不同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权

限! 防止数据泄漏和滥用$ 记录用户的操作日志

和访问记录! 对异常行为进行监测和预警! 以确

保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针对数据中心主机! 对重

要数据库服务器使用主从双机热备! 并做每日物

理备份" 对重要业务服务器使用集群方式部署!

充分保障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按照

/最小够用0 原则为外部门提供医学死亡证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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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服务! 通过电子政务外网与市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 全市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连接$ 通

过虚拟专用网络 %B4=>EA<;=4BA>969>b8=L! [O_& 链

路和专用交换服务器实现与国家相关信息平台的

数据交换$

图&"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台安全架构设计

%"系统功能实现

%$!"医防协同智能监测

创新医防协同监测机制! 构建规则引擎* 协

同监测服务和医疗大数据资源中心等功能模块!

解决医防信息壁垒问题$ 通过规则引擎! 定义各

类慢性病监测指标* 特征信息和监测模型! 基于

患者诊疗活动! 为协同监测服务提供计算规则$

协同监测服务是慢性病监测信息平台与医疗机构

信息系统的桥梁纽带! 一方面实时接收患者诊疗

活动原始信息! 另一方面调用规则引擎对各类慢

性病进行判断计算! 并根据计算结果智能调用慢

性病病例报告服务通道$ 医疗大数据资源中心基

于协同监测服务实时汇聚患者诊疗活动信息和监

测信息! 同时汇聚历史慢性病报告* 随访记录*

评估记录* 干预记录* 死亡记录等数据! 通过数

据建模和多维分析! 为各类慢性病的发现* 管理*

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慢性病病例报告

根据各类慢性病筛查和病例报告需求! 整合多

渠道监测信息! 提供病例报告服务和病例信息完善

功能$ 通过对患者诊疗活动的实时监测和规则引擎

演算! 对于计算结果为疑似病例的诊疗活动! 实时

向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报告$ 医生确认符合初

筛标准时! 继续报告! 并对要素进行确认和补充完

善! 满足疑似高风险筛查和干预管理需求$ 当医生

确认不符合标准时! 注明不报原因! 为后续完善和

提升医防协同规则引擎提供数据支撑$ 为确保报告

对象的唯一性和有效性! 实时调用全市慢性病病例

报告数据库! 提供智能筛重和审核功能! 对重复的

报告进行合并去重" 对确认的报告进行审核! 审核

后的报告纳入后续跟踪管理$

%$%"慢性病筛查干预

融合集成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的多渠道监

测信息! 通过对病例报告信息的评估! 及时发现高

危人群! 进行分类分级干预! 并追踪评估健康状

况* 提供个性化指导! 自动关联健康结局! 形成筛

查干预的闭环管理新模式$

%$&"患者全景数据视图构建及全程管理

以医疗大数据资源中心为基础! 整合病例报

告* 筛查干预等数据源信息! 建立慢性病患者全

景数据视图! 实现全程跟踪管理! 解决信息碎片

化问题$ 患者全景数据视图包括患者的基本信

息* 就诊记录* 体检结果* 治疗方案等内容! 支

持多终端* 多角色访问使用$ 通过对患者的全景

数据视图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 及时发现患者的

病情变化和异常情况! 及时提醒患者进行随访和

复查$

%$'"动态监测评价

通过对慢性病患者就诊记录* 体检结果* 健康档

案等数据的分析! 对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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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 为优化防控策略提供决策支

撑$ 基于动态监测数据分析! 将稳定期慢性病患者

档案下沉至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管理! 减轻综合医疗

机构诊疗压力并提高高危慢性病患者转诊效率$ 利

用可视化技术! 将分析结果以图表* 报表* 大屏等

形式展示! 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据$

%$("医学死亡证明管理

死亡是以人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终点$ 一方

面! 管理登记死亡信息! 汇入患者电子健康档案"

另一方面! 依托全市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协助民政* 公安* 医保* 住建* 人社等部门! 提供

/身后一件事0 便民服务数据支撑$ 截至目前! 该

数据已供 !( 个部门共享调用! 大幅提高办事效率

和群众满意度$

%$)"慢性病专病队列研究

构建慢性病高风险人群健康管理* 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 三高 %高血压* 高血

糖* 高血脂& 共管* 糖尿病前期筛查健康管理和心

脑血管疾病风险预防干预等 * 大队列研究应用! 对

不同地区* 特定人群进行多因素调查干预! 并跟踪

干预效果! 积累大量样本信息! 为开展慢性病的干

预评价和病因学研究奠定基础$

%$0"公众健康助手

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提供慢性病健康知识

查询* 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干预建议等公众便民服

务! 便于公众查询慢性病相关健康知识和信息! 以

及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和风险水平$ 还可根据用户的

健康状况和风险水平! 提供个性化健康干预建议!

帮助公众改善生活方式和个人健康状况$

&"应用成效

&$!"慢性病智能监测全覆盖

基于该平台已实现重庆市重点慢性病监测全

覆盖! 包括肿瘤随访登记* 心脑血管事件报告*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例报告* 伤害监测* 高血压

和糖尿病病例报告* 慢性病高风险人群报告及死

因监测等! 基于医疗大数据资源中心! 可自动识

别和智能提取帕金森病* 阿尔茨海默病* 慢性肾

病管理信息$ 截至 #&#' 年底! 已覆盖全市 ! #7&

余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嵌入 71! 万个医生工作

站! 公立医疗机构实现全覆盖" 全市累计报告的

肿瘤患者达 !&*1$ 万例! 随访 !!71' 万人次" 报

告心脑血管事件 %# 万例" 报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2!1$ 万例! 随访 !7% 万人次" 管理高血压 $7& 万

例* 糖尿病 !7#1$ 万例$ 相关数据的实时更新和

监测预警! 为慢性病防控提供了精准有力的数据

支持$

&$#"慢性病监测质效显著提升

传统监测报告模式迟报* 漏报* 重报现象严

重! 且存在报告信息不准* 信息不全问题! 需要医

生进行二次填报! 工作量较大! 基层负担重$ 该平

台基于对医疗大数据的实时监测! 可及时发现各类

疾病! 大幅提升监测质量和效率" 通过融合集成多

渠道监测数据! 在全市范围内智能去重! 大幅减轻

医生工作量" 通过对诊疗活动的全程跟踪和智能监

管! 大幅减少迟报* 漏报现象" 通过自动填充患者

基本信息* 发病信息! 大幅提高疾病发现的准确

性* 信息上报的及时性$

&$%"形成个性化精准防控能力

平台整合患者基本信息* 就诊记录* 检验检查

结果* 治疗用药记录及随访管理信息等多源异构数

据! 构建了慢性病患者全景数据视图! 不仅能呈现

患者定期检测指标* 用药依从性和治疗情况! 还能

通过机器学习智能识别患者高危风险! 使慢性病管

理从 /群体化标准照护0 升级为 /个性化精准

防控0$

&$&"优化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

该平台通过分析区域就诊数据* 疾病分布! 为

管理者动态调整防控资源配置提供数据支持$ 通过

智能识别慢性病高危人群! 实现综合医疗机构与基

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有效衔接* 优势互补$ 基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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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模型! 稳定期患者的随访管理工作下沉至

基层医疗机构! 动态追踪患者病情变化! 形成 /数

据驱动)资源匹配)精准防控0 的闭环管理体系$

'"未来展望

下一步将深入推进数智化慢性病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新模式$ 完善 /疾控)社区 )医疗机构 )居

民0 四位一体的慢性病服务管理体系! 强化与医疗

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 进一

步完善慢性病 /建档* 筛查* 报病* 随访.干预*

评估* 监管0 的业务闭环管理体系! 见图 ($ 进一

步优化慢性病防控模式* 个人健康管理模式* 人群

健康服务模式! 以数智化变革思维重塑慢性病全生

命周期健康管理新模式! 推进数智化慢性病管理信

息平台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图'"慢性病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新模式

("结语

基于医疗大数据的区域慢性病监测管理信息平

台在慢性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智能

监测* 筛查干预* 全程管理* 动态评价等系统功

能! 实现对慢性病信息的整合共享与业务协同! 强

化了不同机构间在慢性病监测管理领域的协同性和

连续性! 形成了慢性病管理业务闭环! 解决了传统

慢性病监测管理模式存在的数据壁垒化* 信息碎片

化* 管理低质化等问题! 有效提高了慢性病管理的

效率! 为降低主要慢性病的早死概率提供了精准*

科学的数据支撑$ 未来!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

步! 将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 完善平台功能! 为公

众提供更加全面* 便捷的健康管理服务! 为健康城

市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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