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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但世界卫生组织

!

e0Y

"调查显示&

!;"

'

#全世界的人能真正称为健康的仅
(#

#

处于疾病状态的占
"+#

#剩余的
$(#

均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

研究认为(人类
!

%

%

的疾病通过预防保健是可以避免的#

!

%

%

的疾病通过早期发现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

!

%

%

的疾病通过

信息的有效沟通是能够提高治疗的&

%;(

'

$本研究以心血管慢性

疾病为主#利用大数据技术)可穿戴式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等信

息技术#从
%

个维度!历史电子病历)实时生理指标)实时气象

环境"采集获取与健康密切关联的数据#并运用医学整合的思

想!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心理医学等"#探

索研究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融合的智能健康管理信息模型!心

血管慢性疾病"

&

';*

'

#并通过在本院展开实际应用研究并不断修

正完善#从而为新型的健康管理模式提供一种信息模型#以此

实现健康管理的系统性)连续性)主动性及可及性$

@

!

信息模型总体架构

!!

本研究首先通过多渠道采集医疗健康相关的大数据信息#

如通过区域医疗协同服务信息平台获得患者的诊疗信息!健康

档案)历次就诊的电子病历档案)检查建议结果等"#通过可穿

戴设备采集患者的生理体征数据#同时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

与健康相关的气候)环境信息#通过这些大数据分析)挖掘#评

估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结合相关的知识库!样本库)文

献)指南等"#形成患者的智能健康预警模型#相关医师根据患

者智能健康模型给出相应的健康干预措施反馈给患者&

,

'

#患者

根据医师的干预措施对自己的健康进行自我管理#达到提高自

我健康的目的#整个健康管理信息模型架构见图
!

$

!

!

研究内容

!&@

!

医疗健康多源异构大数据的采集模型
!

一个患者全周期

的医疗健康信息应该包含影响健康因素的环境信息)医院内的

诊疗保健信息)区域内多个医疗机构的诊疗保健信息及出院康

复期间健康指标监测信息见图
"

$

!&!

!

医疗健康多源异构大数据的归并)存储)融合模型
!

由多

种途径采集到的医疗健康大数据非常庞大#结构复杂#有结构

数据)半结构数据)非结构数据及图像声音甚至视频数据#通过

融合模型的研究#建立便于检索的患者智能健康管理的全周期

数据链见图
%

$

!&"

!

医疗健康大数据的智能处理技术
!

随着健康管理服务对

象的不断扩大#和时间推移#医疗健康信息的信息量非常庞大#

系统能智能处理数据#包括数据搜索)筛选)挖掘)机器学习与

推理)表征驱动数据信息优化的统计数学及数据科学为技术背

景#为构建)发现和预测疾病及演变内在规律提供科学基础$

图
!

!!

信息模型总体架构

图
"

!!

医疗健康大数据来源

!&A

!

基于医疗健康多维大数据的智能健康评估模型
!

智能健

康评估模型涉及患者医疗健康数据)群体医疗健康大数据)医

学文献)专家经验等多维数据及智能评估算法见图
-

$要建立

智能健康评估系统#首先需要确定健康评估指标体系#由于个

人健康指标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课题主要以心血管疾病为

主#从获取心血管疾病指南及文献)心血管疾病大数据)心血管

患者数据)环境数据等多个维度的数据#由系统的智能健康算

法建立患者的个性化预警模型#同时为患者开出健康管理的五

大处方(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里处方)生活习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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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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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患者监护人)医务工作者根据患者的个人预警

模型和开出的五大处方采取相应的健康预防和干预措施$

图
%

!!

患者智能健康管理全周期数据链

图
-

!!

智能健康评估模型

!&B

!

患者个性化智能健康管理预警模型
!

通过本院已建立的

远程心电监测中心采集患者心电信息#通过移动物联网采集患

者的血压)血氧)血糖)体温)能耗!测量时间)数值)变化曲线

图"等生理指标#通过已建立的区域医疗协同服务平台得到平

时健康信息)年度体检报告)住院诊疗信息等*通过本院即将建

立的远程健康服务系统移动医疗系统#了解到个人实时)动态

的临床症状如躯体症状!头晕)头痛)胸痛)喘息等"的诱因)发

作时间)严重程度)持续时间)缓解方式等$由这些信息和智能

健康管理评估指标进行模糊)精确的比对算法研究#建立患者

个性化预警模型!图
(

"#同时自动生成患者的五大处方信息并

由系统及时把个人预警和处方信息反馈给患者)家属)医务工

作者)医疗事务管理者等相关人员并采取相应措施$

图
(

!!

慢性病预警模型

!&C

!

智能健康评估的多主体协同健康管理信息模型
!

疾病特

别是慢性病本身是与许多危险因素密切相关#控制这些危险因

素才可以极大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而以单一治疗方

法为特征的医疗方式往往事倍功半$最新的理论认为#慢性病

不仅和基因有关#而且与环境)生活方式)心理情绪)每日饮食

等有关#对于它的治疗#如果只从单一病源角度进行#效果往往

很不理想$现代医学服务模式的转变要求医疗行业提供-以患

者为中心.的全方位医疗服务$以多学科医学整合!临床医学)

康复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等"的多维角度进行慢性病患者

的管理是医疗健康一体化)系统化管理的发展趋势#因此本课

题在智能健康评估结果的基础上#从医学整合的多维视角#研

究多主体!临床医学医生)康复医学医生)运动医学医生)营养

学医生)健康学医生等"协同为患者进行系统化健康管理的新

模型$信息模型分为
%

个层次!图
'

"(患者健康评估结果)健

康决策知识库及多主体执行行为$

图
'

!!

信息模型层次

!!

患者健康评估结果层#是基于医疗健康多维大数据的智能

健康评估$

健康决策知识库层#又分为
%

个维度(群体健康决策大数

据)医学健康文献及健康专家经验数据库#这
%

个维度的数据

在多学科医学整合!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

健康医学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结构和标准#与智能健康决

策算法进行无缝融合&

!"

'

$

多主体执行行为层#在智能健康决策基础上从多个方面驱

动相应的主体#如患者)患者家属)临床医生)康复医生)运动医

生)营养医生等#多主体共同执行$

!&D

!

对智能健康管理的个人预警信息干预措施模型
!

通过建

立的智能健康管理系统#对采集生理指标和环境因素数据异常

的分析与判断)急性疾病病情的分析与判断)疾病风险评估)疾

病危险分层和个人健康综合评估#系统自动报警并立即启动反

馈确认和分析判断程序#同时推送五大健康处方供参考$根据

个人预警信息分层和系统开出的处方信息#干预措施分成
%

种

干预模型#自我健康管理干预模型(系统提示个人预警信息比

较轻微#患者家属自己能解决#系统提出解决方案和意见$医

生)专家参与健康管理干预模型(系统提示个人预警信息比较

严重#患者或家属自己不能轻易解决#需要医生或专家判断并

提出处理意见#是观察或去医院治疗等$院前)院内急救的健

康管理干预模型(系统提示个人预警信息非常危急#需要马上

救治与抢救#系统把信息自动发送给医院的急救小组成员)患

者)患者家属#同时给急救小组提供患者的病情危害程度)个人

历史健康信息)个人信息及监护人信息#救治小组能在最短时

间让危重患者得到治疗#缩短抢救时间$

!&E

!

对智能健康管理评估模型的智能修正
!

随着患者健康情

况的变化和健康信息量的不断积累#系统对建立的智能健康评

估模型进行不断修正!图
$

"$

"

!

信息模型元数据集

!!

本文建立的健康管理信息新型模型需要和医院)社区卫生

院进行信息交换#采集患者的医疗健康信息#共享信息的信息

模型元数据集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的
%"

个标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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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准健康档案基本数据集$

%"

个标准数据集没有包含的业务元

数据集#在定义时尽可能的按标准数据集的定义模式进行定义$

图
$

!!

智能健康管理评估模型的智能修正

A

!

总
!!

结

!!

本文以医疗大数据)物联网)可穿戴设备)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为基础#研究新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智能健康管理模式$

!

!

"由传统的人群健康由医疗机构和医生负责到实现智能健康

管理模型后由本人)家属)商业机构)医疗机构)医生等多角色

参与的健康管理模式#实现了健康管理的模式创新$!

"

"用医

学整合的思维!临床医学)康复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心理

医学等"#同时考虑气候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改变传统健康管理

只是某一学科)某一机构负责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健康管理的

理论创新$!

%

"用新模型对慢性病人群的智能健康管理#解决

了慢性病需要长期跟踪#产生信息量大#弥补传统手工统计做

不到高效)持续)准确的缺点#实现了健康管理的技术创新$

!

-

"新的健康管理模型#避免传统必须到医院体检)检查花费较

高费用的缺点#投入较少的费用可以随时监测个人健康情况)

易于推广#吸引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或压健康人群参与健康管理

中#实现了健康管理的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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