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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infiltrated into various industries,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medical industry will present a new business type-"Internet Medical".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has come, "big data" has become 

a familiar word, big data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under big data's technology, the change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in the medical mode, and makes a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medical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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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与日俱进，互联网已经渗入到各个行业，与医疗行业的结合将会呈现一个新业态——“互联网+医

疗”。信息爆炸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成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大数据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

简要介绍了大数据技术下医疗行业的现状、在医疗方式上的改变和应用领域，根据现有的大数据技术对“互联网+

医疗”的发展做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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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互联网+医疗”逐步成为

医疗行业的全新发展方向，传统的医“面对面”医治形式

被慢慢淘汰，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支撑的在线诊疗、

远程监测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应运而生。随着大

数据技术的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医疗”的应用

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数据技术的

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发展。相信大数据会推进“互

联网+医疗”产业发展，为解决医患矛盾问题提供保障。

2.大数据技术下的医疗现状

2.1 大数据技术概要

大数据，顾名思义，包含的数据量大，在互联网行

业中，公司在日常运营中产生、累积的上网记录、用户

账号等均为数据，大数据的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不能

用 G或 T来衡量[1]。那么针对这样的大工程，计算机是

怎样处理的呢？其实，我们在取得数据后会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简单来说就是将不需要的数据剔除出去，只留

下有价值的，可用性高的数据，也叫数据清洗，如此不

仅可以减少工作量也使其更加符合需求目标。因此，大

数据的价值就在于从大量无序的各种数据中，提取出对

预测分析有用的数据，并通过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应用于教育、工业、

医疗等各个领域，达到提高效率、推进科技发展、改善

民生并提高生活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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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数据下的医疗现状

从传统的医疗行业上分析总结出我国主要面临的

问题是看病难和看病贵，随着患者的增加，产生的医疗

费用的数据也日益庞大，医疗改革的道路仍然漫长。但

在大数据的推动下，我国的医疗发展正向着更全面、更

有效、更精准的方向前进。这里将医疗大数据分为两大

部分，简要谈谈大数据下的医疗现状。

第一部分是医疗数据，包括临床数据和实验室数据

[2]。人们身体会产生许多数据，包括心率、脉搏、呼吸、

肺活量、温度等，大数据分析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收集

处理，形成一种数据模型，从而用来提醒医生针对情况

为病人采取相关措施。不但促进了医院呈科技化发展的

趋势，还帮助了医生挽救珍贵的生命。并且这是一种实

时反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成本，降低患者死

亡率。

第二部分则是健康管理数据，现如今很多医疗机构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 APP平台，患者可以直接下载手机

APP，从而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人们可以直接在手机

上关注自己的健康档案及体检报告，不用再当面拿一份

纸质版，这样既节约了时间也可以便于自己随时了解自

身情况。

3.大数据下医疗方式的变化

3.1 从“当面”到“移动”

数据推动健康互联网+，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产生了

个性化的服务，人们使用手机 APP随时随地关注自己

的身体健康状况。比如手动输入自己的血压数据，APP

就会根据你输入的数字来进行血压记录、异常提醒、趋

势分析。另外包括血糖管理、睡眠管理、孕期管家、育

儿助手、健康评估、健康运动等等功能，使得人们可以

“移动式”地了解自己的状况，而不用像以前一样到医生

那里“面对面”检查。那么首先需要收集实用的健康数据，

而数据又分为标准化格式的结构化数据（例如文件）和

杂乱的非结构化数据（包括图像、声音等），利用 Hadoop

可以处理非结构化数据。Hadoop是一个分布式系统基

础架构，它提供了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即 HDFS，

Hadoop框架的核心设计包括 HDFS和Mapreduce，

HDFS为海量数据提供了储存，而Mapreduce为海量数

据提供计算[3]。

3.2 从“传统”到“精确”

不同于传统的医疗模式，现代化的设备以及先进的

技术让医院做到精确化的诊疗，不用等待一系列的治疗

方案出台，直接确立一个最优化诊疗，达到高效率高回

报的目的。显而易见，精确医疗主要体现在“精确”二字，

其通过大量的临床数据分析、患者及家人的海量健康数

据整理以及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用，指定出最好的疾病治

疗方案。例如很多遗传性疾病患者，通过分析家族史的

过往病史，进行染色体检查从而判断遗传方式，确定基

因位置，最终确定治病因素进而研发药物，在各方检查

的集中配合下，实现全面完善精确的最优化解决，避免

不彻底、不准确的问题出现，既保证了患者的安全问题

也为医生减轻了不必要的工作量。

3.3 从“放心”到“谨慎”

虽然“互联网+医疗”的模式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方便，

但数据安全问题同样不可忽视[4]。近几年来，不管是大

型的医院还是普通诊所，都涉及了大量医疗数据的泄露

问题，互联网医疗行业集中了大量用户个人信息，病史

资料等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其后果不敢想

象。针对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个

人的警惕心提高也有强烈的要求，要学会分辨真假，不

上当受骗，学会保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安全。

4.大数据在医疗行业中的应用

4.1 用药分析

通过大数据分析工具对药物使用的剂量、用药时间、

组成成分等进行研究，从而制定最完美的用药方案。主

要的应用领域体现在临床实验，如果医生只要求你用吃

药的方式来治疗，那么他提供的药丸品种、剂型很可能

是经过大数据的帮助下而制定的，这就是临床实验中的

大数据，按照从试验者上取得的大量数据，划分药品的

适用人群，从而对药物重新定位，找到最佳诊疗方案，

实现合理用药，保障用药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全面

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对用药出现不良反应报告的收集，

来促进药物的安全保障体系，这些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

4.2 及时反馈健康监测结果

可穿戴设备是一种可以穿戴在人身上的监测健康

状况的设备，例如华为、小米已经上市了类似产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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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手表的形式戴在患者身上，用户将自己的健康指标

或数据传回给医院或健康管理中心，再通过医疗设备的

传感器显示，时时刻刻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医生

会通过数据提供诊疗参考，例如提供平时饮食建议，生

活规律等意见，帮助患者及时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并有效

地降低患病率，这种反馈是实时的，具有可靠性和便利

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远程监

控设备的需求度也在增加，这是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4.3 预防疾病

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意味着引发疾病的概率就不

能简单确定，医生需要对影响健康的所有因素进行分析

比较，包括患者的饮食习惯、家族病史、作息习惯、医

疗记录、教育等等，最终形成一个预测模型，研究确定

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大数据分析包括可视化分析、

数据挖掘、预测下分析、语义分析、数据管理技术以及

数据仓储，程序员需要合理并综合利用算法[5]，将不同

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人种的患者进行分类，通过分析

制作健康预测数据库图谱，筛选重点因素，针对不同疾

病、不同患者提出建设性的预防意见，从而大大降低患

病率，促进医疗发展，达到以人为本、促进健康水平的

共同目标。

4.4 使用 AI技术预测疾病

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奠定了人工智能的崛起，医疗

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市场在逐渐扩大，与人工智能的完美

结合促进了数据化、科技化，无疑更加有效地促进医疗

和健康服务。人工智能通过不同的机器学习方法，利用

算法来分析海量的医疗数据，达到高效模拟人的思想行

为的目的。例如 AI在肿瘤疾病预测上有很大贡献，使

用 AI技术可以更精确、更快速地找到致病的肿瘤细胞，

从而分析肿瘤情况并生成图像表现肿瘤的特性，同时进

一步识别一些出现率高的特征，予以总结，对未来的癌

症病变趋势提供预防参考，预判可能会出现的变异。

4.5 在医疗影像的贡献

医疗影像技术包括 X线摄片、磁共振成像、CT，

以往的检查结果成像报告可能会由医生逐一查看检查，

而大数据可以使得大量的图像构成一个图像识别模型，

将模型转化成一个检测系统，帮助医生分析诊断，大大

减少工作量，从而有效匹配最佳治疗时间。

5.“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前景

随着大数据的磅礴发展，未来的规模趋势将不断扩

大，在“互联网+医疗”的应用上呈现较为乐观的趋势，

大数据在医疗行业的贡献不言而喻，不仅极大地改善了

患者的就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水平。“互

联网+医疗”的发展前景可以总结为以下方面：

5.1完善医疗数据及隐私保护

一是从国家的宏观政策方面讲，随着医疗健康数据

泄露的日益严重，在大数据背景下希望出现一系列更严

谨更细致的关于隐私保护的标准和条例；二是从医院的

保管病历角度看，对于纸质版病历，最好只赋予部分直

系亲属可以复印病历的权利。

5.2实现技术全面化

“互联网+医疗”的应用渠道尚不广泛，例如远程医

疗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重视，因此在技术、

政策、法规、应用方面还不够完善，要想让技术更加全

面有效地利用起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实力。

5.3达到数据共享化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大数据技术都广泛普及，数据

共享已经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各个医疗机构间成熟的

数据资源共享技术以及信息整合技术，能够大大促进精

准医疗的全面发展。

6.结语

本文通过对大数据技术下医疗现状、大数据下医疗

方式的变化以及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情况的逐层分析，可

以看到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正在快速发展，

这对于产业和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但因尚处在发展初

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数据安全方

面需要加强管理；另一方面，从行业投资规模来看，互

联网医疗的商业应用还处在探究阶段，研发和引进先进

的大数据技术，全面促进大数据与互联网医疗的融合也

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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