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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国内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国内相关的医疗信息化建设已经初步的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大多数三级医院与部分先进二级医院

信息化程度较高。但是，依旧需细致地分析医院信息化中医疗数据平台组成与作用，旨在提升医院中管理人员对信息化医疗数据平台的重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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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中，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等相关技术被比

较广泛地运用，特别是对各项疾病诊断过程中，而医疗数据平台建

设和完善，可对院内信息管理优化可发挥出重要作用，已然成为医

院长期发展规划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这就需医院中信息化平台逐步

完善[1]。 

1 医院信息化中医疗数据平台组成 

1.1 医院临床数据中心 

参考国际 HL7 标准、《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国家医疗健康

信息医院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等标准与规

范，将临床活动产生的所有数据进行通过 ETL 技术进行抽取、转换、

清洗并转存到标准化的 CDR 数据模型中，形成按领域组织的、方

便利用的临床数据集。通过开放服务提供外部系统调用和数据访

问。医院中数据中心重点为将患者数据当做是存储、分析处理的对

象。患者病历等等相关信息数据，在挂号后就会录入到系统中建档，

而后其诊疗的信息结果等等将会全面的被收录到档案内。数据中心

建设集中于电子化病历系统和就医流程优化两个层面上。 

1.2 医院运营数据中心  

参考相关标准将管理活动产生的所有数据通过 ETL 技术进行

抽取、转换、清洗并转存到标准化的 ODR 数据模型中，形成按领

域组织的、方便利用的管理数据集。数据领域包括人事、物资、费

用、药房等，涉及数百个数据字段的采集、清洗、转码、载入工作。

涵盖 HIS、人事、物资、设备等业务系统，数据时间范围包括信息

化以来的历年数据及实时数据等。建设医院运营数据中心平台中，

需重点关注办公自动化系统、医院资源规划系统。其中，办公自动

化系统中包含档案文件管理功能模块、日历日程功能模块、日常办

公模块、信息通知模块以及邮件收发模块等等，上述模块可覆盖全

部医疗机构内，辅助员工能够及时地查询到医院的内部和外部相关

数据信息。组建起网上的办公业务沟通与调度体系，使得医院行政

管理工作能和各个部门配合效果更佳。亦可高效、合理性地对资源

进行管理，降低资源积压浪费问题发生，补充资源短缺部门，使得

医院的各项工作均可有序地进行，使得医院内业务水平显著提升[2]。  

1.3 科研数据中心: 

建设研究型科研专病数据库，数据涵盖科研各领域的数据，涉

及领域包括基线数据、随访数据、研究对象、研究人员、课题数据、

样本库数据等，并以此数据库来支撑多中心研究工作的开展。 

1.4 数据仓库与信息共享  

建设医疗数据平台，不但需构建起医院运营数据中心、临床数

据中心，更需在该基础之上，组建对数据中心实施处理和整合的数

据仓库，便于对医院中各个层面上的数据实施统一化管理和运用。

数据仓库创建的主要目的为给各类方案决策提供出数据支持服务，

经过对数据库查询，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得管理层所需的即时信息与

历史信息，使得数据视图和报表能够直观和及时的呈现到管理层眼

前。 

2 医院信息化中医疗数据平台作用 

2.1 加强医院、患者间的交流沟通频率 

医疗数据平台可运用在线问答、信息公示等等方式给患者提供

出诸多的获得相关的诊疗信息路径，促使医院和患者间就诊沟通交

流。例如，患者可运用数据平台中相关信息，在就诊前对一时的出

诊情况、预约挂号情况等等有基础性认知，依照上述信息合理选取

何时就医，选取那个医生，有效避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问题发生。

亦可在此平台中明确医院中的收费标准，产生的费用，进而有效规

避巧借名目乱收费和凭关系插队检查等等乱象的出现，显著的消除

医患间沟通障碍。加之，运用医疗数据平台，实时、在线医疗咨询

等各种形式，亦可对患者和医生间关系调解，使得患者提升对医院

诊疗的信任度。 

2.2 提高诊疗工作效率 

在临床诊疗工作推进中，运用医疗数据平台中调度功能和管理

功能可有效地提升医院中相关人员工作质量与效率。例如，患者在

挂号之后，不需要亲自地排队等待，可依照挂号顺序，听系统叫号

即可顺序就诊，不但可以有效地压缩诊疗时间，亦可以使得就诊更

具条理性。 加之，在就诊的过程中，各类检查可及时地记录在系

统中，可保存诊疗依据，若是纠纷出现时可作为医院与患者双方的

一种保障与凭据。亦可对医生的相关诊疗行为加以监督与管理，进

而提升患者对诊疗工作质量的满意度。若是医生在治疗亦或是用药

中有不合理操作，管理层可运用系统快速查询，使得医生可以及时

地采取补救与跟踪措施，进而提升诊疗的高效性和可靠性[3]。 

2.3 提升医院业务管理水平  

搭建与完善医疗设计平台，医院中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地对

医院内的总体状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决策中所需的数据亦可快速

地在平台数据仓库内查询。加之，能够依照平台中对数据分析和处

理，给出对应性的配置策略，使得各个部门兼数据能够得到交互式

的管理，进而较好地满足现代化高频率快节奏的办公、诊疗需求。

高效、合理性地对资源进行管理，降低资源积压浪费问题发生，补

充资源短缺部门，促使医院的各项工作均可有序地进行，业务水平

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医疗数据平台亦可使公示信息变得更为透明。

而且由于不同模块存在不同的访问权限和功能，用户在登录时存在

权限，这可保障数据信息的安全性[4]。 

3 结 语 

综上，医疗数据平台中运用了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各种先

进的技术，对各项技术综合性运用，在数据存储环节、整合环节和

分析处理环节中均具备优势。此平台的建立和完善能够促使医院中

信息化进程加快，给医院各部门和患者提供更为满意和细致的服

务，进而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工作质量、效率，增强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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