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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居民主动健康管理意识，形成集预防、诊断、治

疗、康复、随访、健康管理为一体的动态的、全周期

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并通过资料采集、分析、归档

与利用，逐步形成医疗大数据，解决患者一体化的

健康档案归集问题。

１　 医院健康管理平台的构建

健康管理平台设计理念是建立在“以患者为

中心”的原则上，由我院健康管理中心、信息中心

及第三方软件公司合作构建，将海泰系统、ＨＩＳ数
据库、体检系统及随访记录等整合集成在一个系统

平台上，实现多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和信息共享。

方便医务人员完成出院患者随访信息采集，提高亚

健康及肿瘤高危人群筛查与管理信息化水平，开展

资料统计和分析工作，满足医院提升临床服务及科

研教学的需要。

１．１　平台架构设计
本项目以“互联网＋”为依托，采用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和理念，以大数据平

台为基础，运用数据库挖掘技术、数字语音处理技

术、ＨＩＳ中间件接口技术等设计集成，平台采用 Ｂ／
Ｓ结构，适用于在网页端和服务端进行数据交互，
无须单独安装和部署，可通过 ｗｅｂ在内网访问，使
用ＵＳＢ耳麦电话即可完成随访任务及跟踪管理，
实现医疗服务的院外延伸。见图１。

图１　平台总体架构设计

１．２　业务流程设计
平台能够通过出院科室、主要诊断、出入院时

间等条件筛选患者，以时间轴的方式整合患者在院

历次的门诊、住院记录及健康体检档案，并匹配预

设好的随访管理方案。开展随访同时可以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帮助患者预约门诊复查时间。随访

工作的发起、执行、结束等各环节紧密衔接，随访数

据记录完整，数据统计模块可以生成统计分析报

表，根据各科室需求定制统计内容，便于回顾性分

析。

平台以身份证号识别并关联体检者基础信息，

通过“肿瘤风险评估问卷”“心理评估量表”等收集

体检者既往史、家族史及生活习惯等资料，根据疾

病风险等级为体检者匹配个性化筛查套餐，综合问

卷及体检结果筛查出高危人群，并为其建立健康管

理档案，设置周期性随访及健康宣教。

２　医院健康管理平台的具体实践

２．１　对出院患者的管理
临床医生通过健康管理平台随访系统，建立科

室重点疾病的随访方案。随访方案包括随访周期

和随访问卷。随访周期是根据疾病生物学特征所

设定的周期性随访间隔。随访问卷是根据患者康

复出院后，医生针对患者身体状况、在家用药情况、

术后或治疗后康复情况及日常注意事项制定的。

以肿瘤科出院患者为例，因肿瘤生物学特性，大部

分肿瘤患者需要多周期的治疗。因此，对患者治疗

间歇期的用药、饮食、心理等定期随访，动态评估疗

效、诊疗相关毒副反应、复发转移及生存状况已成

为医院医疗、科研、管理中一项基本工作。通过对

符合筛选条件的患者专项建档，设置科学的随访周

期及方案，可保障该患者群体获得专业化、标准化

的全程管理。

２．２　对门诊慢性患者的管理
通过平台将居民电子健康信息和病历数据进

行整合，优化各个环节，实现全程化、规范化的健康

管理。患者从门诊就医后，门诊就诊数据自动导入

到医院健康管理平台。平台根据“高血压”“糖尿

病”等主要诊断的关键词从门诊患者筛查出患者，

并分到相应的慢性病管理组。慢性病管理组每月

给患者发送健康管理短信，提醒患者按时监测。患

者可以直接去医院健康服务站免费查血糖，结果会

直接传输到平台上的个人档案中，平台会按时提醒

患者返院复查、复诊。

２．３　对三甲医院与基层医院分级诊疗的管理
在我国，三级医院之间医疗资源和医师经验存

在差别，基层医院因技术掌握不足、医疗设备持有

率低导致民众认可度低，而三甲医院掌握优势医疗

资源，容易导致就诊、住院难的局面［７］。随着物联

网技术的发展，基于远程医疗及大数据平台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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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医疗模式。平台通过

整合医疗信息，实现三甲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医疗资

源共享。基层医院通过平台可实现三甲医院门诊

预约及检查预约。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转到

社区医院继续治疗，治疗过程上传到平台上，健康

管理中心医生进行实时监管。

２．４　对肿瘤早筛及高危人群的管理
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 ９０％以上，癌症筛查和

早诊早治，是全世界普遍认同的降低癌症发病率、

死亡率的有效手段。我院健康管理中心依托健康

管理平台，根据平台中“肿瘤风险评估模型”判断

体检者患癌风险等级，从而制定“个体化防癌筛查

套餐”。针对异常筛查结果及高危人群建档、监测

及干预，按照国内外肿瘤筛查与管理指南制定适宜

的随访与管理方案。通过健康指导，纠正体检者有

关癌症风险因素。基于大数据的健康管理平台面

向医疗机构、家庭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开展健康提

醒、保健和康复等功能，对肿瘤早筛及高危人群的

管理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３　小结与展望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居民健康监测与管理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重点领

域［８９］。基于云平台、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全民参与

的健康管理平台，可实现对慢性病及亚健康人群连

续、动态的健康管理监测，有利于疾病的早期干预

及防治，优化医疗资源、保障居民健康服务效果。

在平台开发过程中，仍存在需改进的部分，比如将

平台与健康检测终端设备连接，进行实时数据采

集。另外，医疗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对通

信技术、系统设备、传输质量等要求较高，目前我国

部分关键技术尚需进一步提高［１０］。再者，数据资

源共享是大数据医疗平台开展业务的根本，在保障

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如何对来自不同医院的临床数

据进行清洗与整理，建设标准数据库、组学数据库、

临床知识库等资源［１１］，形成规范的数据融合体系，

这也将是远期大数据健康管理平台的重点研究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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