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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医疗健康产业的信息化发展，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以

及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得到了不断的拓展与深入，尤其是随着区
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以及医院系统信息平台的构建，推动了我国
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以及卫生监管中产生的大量健康数据，呈现
出空前的爆发式增长趋势，有效加强医疗健康大数据的整合、管
理、挖掘与利用能力，为医疗保险、临床治疗以及药物研发和公
共健康、政策制定等带来重要的价值，有效推动我国医疗健康领
域的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进而为健康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1 　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的关键问题
健康医疗大数据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的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

过程中产生的、与健康和医疗密切相关的各类数据。近年来，医
疗健康领域的大数据骤然升温，尤其是各种健康智能检测设备的
产生，实现了更多健康数据的互联互通，例如可穿戴设备、分级
诊疗、三医联动、“互联网+健康医疗”等等。在大数据的背景
下，医疗信息化建设获得更大发展，传统的数据孤岛已被完全打
破，开始走向共享开放的新格局。但在共享机制构建中，遇到一
系列关键性问题。医疗健康大数据包含的内容众多，涉及各个方
面，例如医院体系中的各类医疗数据、区域内信息平台的各类健
康数据以及疾病监测、自我量化和保险数据的等，类型多样，来
源多样，产生的机构多样的。当前，数据从量的角度分析已经足
够，但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可用性相对较低，数据质量相对较差、
技术平台的数据处理能力弱、数据分析方法和数据安全保护能力
较低等，影响了数据共享与应用，这些问题也限制了大数据的价
值与效能的更大发挥。

2 　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关键问题的应对策略
2.1 构建数据治理体系，提高共享数据的质量
医疗健康数据的质量与多重因素有关，应当保证其具有更

好的准确性、一致性、可信性、实效性以及可解释性和完整性，
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手段和措施，加强对数据的搜集、整理和治
理水平，确保数据的质量能够符合应用的需求，这是当前应当解
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在此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医疗数据治理能
力的全面提高，保证数据的质量，有效实施规划先行的基本原
则，制定详细的管理流程，选择最佳的技术方案及实施工具，构
建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

2.2 搭建混合式架构体系，增强技术平台数据处理能力
如前文分析，医疗健康数据来源较广，应用也涉及较多领

域。也就是说，大数据平台的前端与后端都会涉及到众多不同格
式、不同结构的数据，大数据平台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有效的搜
集、存储与分类，并从应用端的实际需求出发，对数据进行有效
抓取、分析，得出与应用端需求相匹配的数据分析结果，才能对
应用端产生价值。这个过程中，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包括
云计算、数据管理、互联网、数据挖掘与分析等。但当前管理技
术与信息平台整体架构相对落后，大多数的设备不具备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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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能力，这就难以挖掘到海量数据所具备的潜在价值，
不能对数据的共享应用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应用参考依据。鉴于
此，在大数据平台的信息建设中，建议采用混合式架构体系，
在有效保留传统基础设施和软件工具的基础上，构建大数据平
台，能够实现传统结构与现代平台的互联、互通。而混合式
架构的模式，还可以实现有效过渡，从传统数据管理逐渐转向
大数据平台共享，有效避免各类技术问题的产生。

2.3提升数据分析方法，加强信息安全防护
就当前而言，对于医疗健康领域的各类数据还缺乏完善的分

析方法库、模型库和挖掘算法库，这就局限了对于海量数据及内
容的处理能力，也缺少相应知识库的有效支撑。同时，还缺少完
整的信息安全保护机制，数据安全存在隐患。因此，在积极构建
共享机制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更先进的统计方法、分析方法以及
专业工具，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精准洞察，并发现非相关数据
之间的关系，得出重大的结论，这是构建医疗健康共享机制最重
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医疗数据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事务性分
析”、“诊断性分析”和“高级分析”，医疗机构目前主要处于事
务性分析的基础阶段，需要借助于更先进的软件技术提高数据分
析能力，更快步伐达到高级的分析需求。与此同时，需要加强数
据安全防护体系的构建，通过管理制度、安全技术同步着手，一
方面加强保密管理体系的构建，同时引用先进的技术，例如数据
加密技术、数据匿名技术、数据扰乱技、数据分级保护制度和访
问控制技术等实现对大数据的有效保障，另外还要加强对信息安
全技术的测评、认证以及应急防范机制建设，加快数据安全软硬
件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构建完善的安全评估体系，有效提高数据
安全的保障能力，促进有序发展。

3　总结
综上所述，健康与医疗大数据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例如

决策有用性、功能多样性和应用协同性等，是推动未来健康服务
产业获得升级与转型的重要资源。实现数据的共享应用能够更有
利于激发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化与改革，为其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与活力，进而满足人民人们更多层次、多样化的、更精准化的
医疗健康服务需求，催生产生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业态与经济增长
点。因此，数据的共享应用对于医疗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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