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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互联互通数据标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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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 政策背景

三明市作为全国医改的样板

，在诊疗、公卫、医保的执

行层面作出了开创性的整合

，为健康医疗在三明全市的

推广打下了基础。但三明市

在诊疗、公卫、医保的信息

互联互通存在瓶颈，使三明

医改的成效难以显现

政策背景

为打通三明信息互联互通瓶颈，三

明市卫计委多方筹措，一方面借助

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解决全市数

据标准及存储扩容的急迫问题；

另一方面配套世行的资金，筹措到

农业银行的资金，主要解决县域总

医院和公卫的信息互联互通，以及

相应改善县乡村三级医疗信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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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 信息化现状

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院院内信息系统与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的局限

▪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与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的局限

▪远程医疗等跨机构业务协同未实现数据共享

▪全民健康档案库、电子病历库数据更新及时性、数据质量问题

▪全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库数据拓展和改造受限

▪信息化建设中应用系统选型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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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 信息化现状

存在问题的技术分析

▪医院院内信息系统与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的局限

▪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与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数据共享的局限

▪远程医疗等跨机构业务协同未实现数据共享

▪全民健康档案库、电子病历库数据更新及时性、数据质量问题

▪全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库数据拓展和改造受限

▪信息化建设中应用系统选型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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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医疗服务

公共卫生 总院
经营管理

健康管理
和便民服务

需求分析 – 县级平台

全县
医保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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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 市级平台

市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全市范围
跨机构
医疗服务 医疗卫生

资源监控

全市
健康管理
和便民服务

全市
医保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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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 总体目标

总体目标

三明市总医院

医疗信息知识库

三明市县域

总医院信息
管理平台

三明市县

乡村医疗
信息化改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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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 总体规划（建设原则）

互联互通 统一标准 填平补齐

三明市作为全国医改的

样板，在诊疗、公

卫、医保的执行层面

作出了开创性的整

合，为健康医疗的推

广打下了基础。但三

明市在诊疗、公卫、

医保的信息互联互通

存在瓶颈，使三明医

改的成效难以显现。

打通这一瓶颈成为重

点

要打通三明市医疗信息

互联互通的瓶颈，就

得解决医疗数据信息

统一问题，基于元数

据的总医院医疗信息

知识库，能统一三明

市诊疗、公卫、医保

三者之间的数据标准，

也能更利于在全国推

广三明医改的模式

改善三明市县乡村

三级医疗信息化

条件也是本次方

案的目标之一，

但在解决三明市

医疗信息互联互

通的前提下，只

能相应的改善县

乡村三级医疗信

息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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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系统架构

▪目标系统架构

▪ HIE

▪知识库对接HIE接口

▪知识域数据元集合

▪医疗信息知识库

▪智能分析视图

▪ SAM-Smart Analysis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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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目标系统架构

整体综合平台框架由医疗信息中心知识

数据仓库平台和HIE平台集成联动构成

基于HL7协议标准的HIE平台以分布式方式实现各个医疗

单位的标准化医疗信息数据的互通互联，建立以病人为基

本索引信息查询渠道。HIE平台解决了各个医疗单位对象

的信息孤岛问题，提供了各个终端快速查询以病人为对象

全生命周期的医疗信息手段

依赖于HIE所建立的信息分享渠道，医疗信息知识库平台

在此基础上，将分布式节点的医疗信息以符合多样医疗应

用场景的逻辑抽取精炼为多样的数据元集合。实现医疗数

据的知识条目化，进一步提炼知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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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HIE

HIE

通过HIE（Healthcare Information Exchange，医疗信息交

换平台）的建设，将医疗机构内部子系统、医疗机构、医疗保

险组织与区域卫生管理系统无缝链接，让信息得以在各个体系

内互联互通。以分布式架构方式，将市县医疗机构单位相关的

医疗信息数据进行索引关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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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知识库对接HIE接口

知识库对接HIE接口

医疗信息知识库基于HIE所提供的开放接口，

分别通过标准文档数据接口和非标准文档数据接口，

将分散于各个医疗单位的医疗数据进行提取，

并提供给知识库进一步的清洗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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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知识域数据元集合

数据元集合包括符合HIE标准的结构化数据以及暂时缺乏标准化的非结构化数
据，

同时将两类数据提供给智能分析模块

知识域数据元集合

将结构化的标准医疗档案数据和非结构化的医疗档案数据依据不同的医疗

应用分析场景，构成新的数据元集。通过智能化或专家组筛选的方式，将

多样离散的病例档案数据，在HIE提供的关联关系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形成

已归结的可快速查询知悉的知识条目。同时提供各类专项的监测数据元集

合包含但不限于：疾病特征集合、疾病治愈案例集合（分区域、分性别、

分年龄段）、疾病分时段趋势集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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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医疗信息知识库

针对已由系统自动生成的知识条目，提供审核修改发布的专家预览窗口，由专家组快速

对由智能化系统所生成的知识进一步提升使用价值，将非结构化数据提炼为可标准的结

构化数据信息，实现人机阶段性协同工作模式。

医疗信息知识库

作为知识条目的载体，分别提供针对不同医疗机构单位用户的

知识条目数据及查询渠道，提供多维度的知识条目查询。配合

智能分析模块SAM所提供的智能算法分析，配合医疗机构系统

（HIS、PACS等系统）实现无缝知识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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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智能分析视图

智能分析视图

依赖于针对不同医疗应用场景的专项监测数据元集，医疗机构医

生专家人员可订阅和关注相关的医疗信息分析统计监测结果。

包括：

 疾病趋势报告

 治疗方案综合性统计分析报告

 特别案例知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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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 SAM 

SAM (Smart Analysis Module)

作为辅助智能分析模块， 负责对来源于HIE平台接口的周期性

同步结构化数据，依照应用场景规则将进行清洗抽取新老数据

归并更新数据元集合；对现有的数据元集合进行二次抽取针对

不同医疗应用场景提供专项监测指标和生成智能分析报告；利

用综合性算法协助专家组对非结构化数据（非标数据源和影像

文件）进行分析粗加工，以便进一步纳入结构化数据供标准化

应用模块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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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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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系统

架构

系统

开发

性能

及应用

指标

业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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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系统架构

是SOA构件实体。并通过WebSevice工具对
Service进行二次开发

开发的业务逻辑进行WebService封装得到
WSDL并进行发布

通过应用集成平台获取构件和注册

在应用集成平台上使用BMP将注册的SOA构件
组成新的服务发布

通过ManageBean触发实施构件

知识库

系统软件架构

采用MVC三层开发

体系。业务逻辑层的

Service服务的通过Ioc技术

与数据持久层分离，使得开发

人员专注构件（业务逻辑）的开发

构件的开发与生成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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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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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系统的开发

需求分析阶段

需求阶段完成用户提出的技术要

求和相应的软件任务书以及其它

有关文件，与交办单位协作，确

定详细的软件需求，该阶段完成

的软件需求规格说明经审定和批

准后将作为整个软件开发工作的

基础列入配置管理的基线，在本

阶段可利用快速原型法使比较含

糊的具有不确定性的软件需求（

主要是功能）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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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系统的开发

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建立软件总体结构

和模块间的关系，确定各模

块功能，定义各功能模块的

接口，设计全局数据库和数

据结构，在设计明确后，可

以对综合计划进一步细化，

填写项目进度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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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系统的开发

开发测试阶段

根据软件详细设计说明、对各

程序模块进行编码、调试、静

态分析和单元测试，验证程序

单元与设计说明的一致性。按

详细设计的结构，根据软件单

元测试计划，依照将经过单元

测试的底层程序单元逐步组装

成子项目直到开发项目的过程

，对软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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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系统的开发

平台建设实施阶段

对完成中试的软件进行检查、

审查和评审，确定软件是否达

到了软件任务书的要求。验收

通过的软件可以向软件交办单

位交付。项目经理及项目组人

员应在此阶段完成项目总结，

项目经理提交项目开发总结报

告，项目组成员提交个人工作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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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性能及应用指标

平均响应
时间

≤300ms

吞吐量
≥10K 
TPS

并发用户
数≥500
客户端

可靠性
MTBF≥10000小时

MTTR≤24小时

 减少人工工作量,

 减少大量繁杂工作,

 平均处理1000条医疗记录由

30个小时减少为 30分钟,

 知识库系统处理了大量的重

复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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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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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业务流程1

知识模型

 知识模型是知识库系统中用以表

示知识信息和进行操作形式的结

构化方法。

 医疗知识模型按环境,治疗阶段,病

人类型,结果,学科专业进行知识分

类,以达到在应用实践中,建立基于

知识的信息表达和结构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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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业务流程2

推理机

 知识库的核心是推理机,它完成对知识

的操作,其主要包括对知识的一致性检

查,知识的演绎检索等。

 推理机采用规则推理,模型推理,案例推

理以及模糊推理等方法,利用已有知识

通过推理得到新的知识.采用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 NLP)对知识操作与处理,处

理的自然语言文本，面向海量信息进行

文本挖掘、信息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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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业务流程3

知识库管理器

知识库管理系统是知识库系统设计中必不可少的,

具体来说需要具备如下功能:

① 具有传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切功能,包括对数

据与知识进行有效存取,处理等；

② 有一个描述性语言用于对知识的操作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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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信息知识库 – 业务流程4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将将数据从来源端经过抽取、转

换、加载至目的端,整合所有医疗系统的业

务数据,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元数据为访问

数据仓库提供了一个信息目录

（information directory），

这个目录全面描述了数据仓库中都有什么

数据、这些数据怎么得到的、和怎么访问

这些数据,是数据仓库运行和维护的中心，

数据仓库服务器利用他来存贮和更新数据

，用户通过他来了解和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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