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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根据该院大数据平台实践经历!探讨医疗数据管理的难点与对策%方法!通过分析该院
数据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探讨构建大数据平台对医院数据进行有效汇聚&治理及管理!完善数据管理对
策%结果!该医疗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数据类型繁多&数据流转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四大特性%通过平
台建设&数据整合&数据处理&数据质量管理完成对医院数据的汇聚并提出管理对策%结论!医院构建大数据
平台能完善医疗数据管理!可为医院科研的发展&医疗模式转型和医疗领域创新应用带来机遇和动力%

"关键词#!医疗大数据#数据管理#对策
"中图法分类号#!=$(-&'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0/"1%11$10.0'%%.%0

MF'),'$%-.#74*2)'$"#)-',0410,00$120$0%*2*$,(#+$,*.2*0)+.*)"

,-.)!1%%/456&01%,-4.-';8$#

#:0N1M'B=1(H'>''%N4<>1T1M1'B"%>0BB1(0%M0@0%>0<%&1<L>4TT1B1'>0N-;LF1>'B;T4<G8
:1B1>'<8:0N1M'B)%1P0<L1>8%@+;%(D1%(0%%%'/%@+1%'$

!!)67),.0(,*!A7B*(,'/*!M"7L4:"<7327!#EE#6C:3#7+9,!6"C,37<879+C<7+"E87!#69:!93989,9D787,396.
6"<!#,D3"3274<963#69:7L47<#7,67"EF#D!9394:93E"<8#,32#+2"+4#39:&C*,"#1)!QG9,9:GB#,D3277L#+3#,D
4<"F:78+9,!!#EE#6C:3#7+"E!939#,32#+2"+4#39:%9F#D!9394:93E"<8H9+6",+3<C637!3"7EE763#J7:GD9327<%D"J.
7<,9,!89,9D73272"+4#39:!939%9,!327!93989,9D787,36"C,37<879+C<7+H7<747<E7637!&D*)+4,)!M27
87!#69:!939#,32#+2"+4#39:29J7327E"C<629<9637<#+3#6+"E:9<D7!939+69:7%J9<#"C+!9393G47%J7<GE9+3!939
E:"H+477!9,!:"HJ9:C7!7,+#3G&M2<"CD23274:93E"<86",+3<C63#",%!939#,37D<93#",%!9394<"67++#,D9,!!9.
39RC9:#3G89,9D787,3%3272"+4#39:!9399DD<7D93#",H9+6"84:737!9,!32789,9D787,36"C,37<879+C<7+
H7<74C3E"<H9<!&!#$(4+)'#$!M276",+3<C63#","E2"+4#39:F#D!9394:93E"<869,47<E76332787!#69:!939
89,9D787,3%9,!F<#,D327"44"<3C,#3#7+9,!#8473C+E"<327!7J7:"487,3"E+6#7,3#E#6<7+79<62%3<9,+E"<89.
3#","E87!#69:8"!7:9,!327#,,"J93#",9,!944:#693#","E87!#69:E#7:!&

)8*59#.1)*!87!#69:F#D!939'!93989,9D787,3'6"C,37<879+C<7

!!我国医疗数据资源丰富%尤其是大型三甲综合医
院%有着几十年的医疗数据沉淀&随着医院信息化的
发展%医院对数据的管理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
受困于数据架构的局限%医疗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大
量数据未被有效利用&传统数据库在数据整合-数据
管理-数据治理-数据利用等方面的使用效率不高%面
对临床-科研-管理-患者自身持续增长的业务需求得
不到及时满足%难以用数据支撑临床科室的科研创新
研究&如何建设一套新的平台架构%充分利用现有医
疗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抽取-整合和治理%解决当前数
据管理的问题%提高医疗领域的科研创新能力%满足
医疗模式转型的应用需求成为近年来医院信息部门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数据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医院数据存在的问题

!!本院医疗数据具有数据规模大-数据类型繁多-
数据流转速度极快-价值密度较低四大特性&由于临
床病历书写的质量参差不齐-各系统数据结构类型存
在差异-数据整合难度大-数据库在数据处理#特别是
复杂组合条件下的查询$方面执行效率太低-数据治
理更是无从谈起&数据使用效率一直不高&如何提
升数据质量及数据使用效率%为医院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9D,"+#+<7:937!D<"C4+%S=c$开展和临床科研
服务成为本院当前信息化重点建设的内容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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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平台比较

!!本院现有数据平台采用的是传统关系数据库%其
建立在关系模型基础上%借助于集合代数等数学概念
和方法处理数据库中的数据%在实时性-一致性%以及
对结构化数据处理等方面均具有自身优势&本院发
展信息化较早%在关系数据库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经
验&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不断成熟%使用领域越
来越广%利用大数据进行医学方面的研究也更加深
入&基于 U9!""4平台下的数据库采用+29<7!.,"32.
#,D架构%每个节点均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和硬

件资源%节点之间通过网络来通信&该平台能整合不
同类型数据%并可以对数据进行集中清洗和治理%通
过 UQ9+7组件支持对实时数据的读写处理%通过

U#J7组件构建数据仓库%舍弃了索引-关系以及事务
处理等关系型数据库的特性%在数据查询和处理方面
效率均有了极大的提升)'*&通过比较%本院决定从创
新技术入手%选择建设基于 U9!""4架构的大数据平
台下的数据库提升医院数据质量和处理能力&关系
数据库和大数据平台数据库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见
表$&

表$!!=SQTX和 U9!""4技术对比分析

项目 =SQTX U9!""4平台

容量规模 cQ+MQ MQ+YQ以上

数据模型 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

架构方式 存储集中%计算集中%纵向扩展 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横向扩展

查询语言 Xe[ Ue[

数据存储位置 =9HS7J#67或者["69:NX USNX

处理性能 数据量达到MQ级别便达到性能瓶颈 分布式处理%性能较传统方式提升几倍至几十倍

执行 AL76C3"< T94=7!C67

应用价值 侧重数据的操作性%兼顾统计报表 关注数据的业务决策价值%强调数据挖掘与综合分析

可靠性 取决于关键节点%大数据量的备份和恢复较为困难 海量数据的'副本冗余备份%关键组件都提供 U?功能

经济性 服务器配置要求高%软件采购成本及后续服务费高 运行在普通L/)服务器上%软件成本低

扩展性 弱%扩展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数据迁移%成本高 强%只需增加节点而不需要影响原集群中的数据

一致性 强 一般

实时性 强 一般

更新 多次读"写 一次写入%多次读取

:&<!大数据平台建设

!!大数据时代医院对数据的利用已从简单的报表
分析走向可预测分析阶段%及时-准确的数据是进行
数据加工和分析的基础%想要利用好医院的数据进行
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系统开发%为科学预测和政策制定
提供技术支持)0*%数据的有效同步是平台实施的关键
步骤&本院主要采用 P=?I[A和Xe[X7<J7<数据
库自带的数据同步功能来完成平台数据的实时同步&
对于 P=?I[A数据库%采用 Pcc方式进行增量数
据的同步&其中AL3<963进程运行在源系统上%负责
捕获数据更改&=74:#693运行在目标计算机上%负责
将更改应用于目标数据库&而源系统和目标系统之
间则主要以M<9#:和N:93文件来进行数据传输)0*&对
于Xe[XA=aA=数据库%采用ISI方式%基于日志
抓取%识别出变化的数据%获取增量数据&架构中前
置机部署在医院内网%通过抽取工具+R""4抽取增量
数据到2#J7库%再通过脚本合并增量数据为全量&业
务库到前置库之间%通过捕获日志进程抓取变更日
志%并将变更日志同步到前置库%通过前置库的解析

日志功能%解析出数据的变更&平台整体架构见图$&

图$!!大数据平台架构示意图

:&=!管理对策

!!本院经过1%多年的数字化医院建设积累了海量
的医疗数据%但医院信息系统#UKX$-实验室信息系统
#[KX$-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Y?IX$-放射科信息系
统#=KX$-电子病历系统#AT=X$-移动医护-急诊-心
电-手术麻醉-体检等各系统数据分散存放%结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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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整合难度较大&通过基于 U9!""4的大数据平台
建设对当前数据进行有效整合和管理%解决当前数据
存在的问题&

:&=&:!异构数据整合

!!#$$医院的医疗系统中沉淀着大量基础数据%这
些数据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来源也不同%标准也不
统一%本院也经历过新老药品切换-物价调整-疾病编
码版本升级等基础数据变动的情况'#1$医院内系统
众多%各系统数据库数据类型各异%有SQ结构化数
据-fT[文档数据-SKIPT 影像数据-动态影像数
据-自由文本文档数据-YSN文档数据等'#'$数据来
源多种多样%有 UKX基础诊疗数据-AT=X电子病历
数据-Y?IX放射类检查数据-[KX检验数据-康复管
理数据-重症监护数据-病理影像数据等'#0$数据存
储方式多样%有在线数据-近线数据-历史归档数据
等&如此多的+异源异构,数据给数据的汇聚与利用
带来很大难度);*&大数据平台能通过抽取-转换-装
载#AM[$工具%利用数据库Pcc和ISI功能将异构
异源的数据抽取到大数据平台%将数据文件切分成若
干个块%存储到不同节点上%最后以37L3E#:7格式进行
存储&通过这一步的数据抽取-整合和处理%将医院
所有数据进行了有效汇聚&如信息部门以前为临床
科室查询数据时需要在多个系统及数据库里查询数

据%现在只需要在一个平台输入条件即可查询%避免
了以前多的数据库查询带来的麻烦%也不会占用医院
在用生产库资源%提高了数据使用效率和数据使用
安全))*&

:&=&;!数据结构化处理

!!医院除数据库存储的是结构化数据外%其他很多
均为非结构化数据%类型五花八门%但只有转换为结
构化数据才便于分析%而且结构化数据字段中依然存
在大量需要进一步语义识别的自由文本数据'在

AT=X中医师的电子病历文书记录蕴含了大量的有
价值信息%一般都是以自由文本或半结构化数据存
储'影像等系统则存储的是SKIPT 格式的数据&利
用平台处理非结构化数据首先要将数据进行抽取汇

聚%再利用平台技术对数据进行文本的词汇切分-词
性分析-歧义处理等实体提取%然后对词汇相关度-句
子相关度-篇章相关度-句法分析进行语义处理%最后
建立向量空间模型-主题模型)-*&

:&=&<!数据质量提升

!!数据质量问题是目前数据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普
遍现象&各分系统存在数据标准不一-数据内涵错误
等问题'AT=X中医师病历书写未按照KIS$%标准%
每名医师均有自己的书写习惯%如诊断名称不统一-
相同疾病描述有差异等'口话太多导致的垃圾数据'
部分字段数据缺失不完整等都是造成医院数据质量

不高的原因&提升数据质量除规范医疗质量管理外%
还必须借助大数据平台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治理%在此
基础上进行精细化-细粒度数据分析%如结构化处理-
字段切词-归一化处理等%以此提升医疗数据质量)/*&
如当在数据库搜索诊断名称为+脑梗死,的疾病%但不
同医师在病历书写时会将这种诊断名称写成如+脑梗
死-出血性脑梗死-脑干梗死-大脑动脉栓塞引起的脑
梗死-大脑动脉血栓形成引起的脑梗死,等%可能都是
描述的这一疾病&如在以前只能在数据库里通过模
糊查询一个一个搜索%借助现有平台只需要输入一个
+脑梗死,%系统会将以上进行了结构化和归一化处理
的相关诊断名称默认为是同一个诊断名称%并返回所
有数据%这样既方便了信息部门查询数据%也保障了
临床科研数据质量的准确&

:&=&=!数据分析效率提升

!!本院传统的关系数据库面对超大表-多表数据分
析时存在较大性能瓶颈%执行效率低%返回结果慢%而
且在执行数据查询时还会占用医院在用生产库资源%
影响医院业务系统运行&特别是随着医院在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摄入研究%以后深度学习等人工智
能算法对图形处理器#cYZ$处理要求越来越高%当前
数据分析已经难以满足医院使用需求)(*&新建大数
据平台采用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计算%通过内部的资
源管理和调度系统合理分配资源%结合 T94=7!C67
分布式离线计算框架%可以对数据进行多进程同步运
算%提升数据分析效率&如以前信息部门在为临床科
室提供科研数据服务时%当面对多条件的复杂组合查
询时由于涉及的业务数据表太多%执行效率很低%不
仅会占用数据库资源%返回数据结果也很慢%如果再
遇到时间区间跨度达;年以上的-历史库和在用生产
库数据没有整合更加难以完成&借助大数据平台只
需要通过添加纳排条件%以分布式计算为基础%即可
实现秒级查询和数据展现&

;!应用效果

;&:!保障了数据完整性

!!高质量数据来源于数据收集%是数据设计及数据
分析-评估-修正等环节强有力的保证);*&通过抽取
数据将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了有效整合%不
重复也不会遗漏%最大限度地保持整个医疗数据的完
整性&

;&;!促进了数据标准化

!!医疗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专业术语和专业定义%但
因为种种原因%医院医疗系统及医疗工作者书写的病
历中却存在大量的非标准化数据%数据表达方式随意
性较大&通过平台对数据的清洗和治理%最大限度地
保障了医疗数据的规范性和标准化&

;&<!提升了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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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能够通过数据清洗%结构化-归一化处理%词
汇切分%语义处理等%将原来非标准的-不完整的数据
进行规范化%提升了医院医疗数据质量%完善了医院
医疗质量管理&

;&=!催生智能化应用落地

!!通过大数据平台处理和汇聚的医疗数据并非只
是为了科研-教学或管理等场景使用%更多地是为后
续医院在智能化方面的建设打下基础&首先需要把
这些散落的数据整合成为标准的患者诊疗模型%完成
诊疗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再根据这些整合数据%通
过人工智能学习%构建智能辅诊系统%预测出患者下
一步的健康变化%自动推荐诊断和治疗方案%实现更
大的医疗数据生态%催生更多医学领域的智能化应用
落地)$%*&

综上所述%我国许多大型医院经过几十年信息化
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诊疗数据%这些数据以前在
管理和使用上还不够规范和完善%随着大数据技术的
不断发展成熟%医院构建大数据平台能够将这些数据
进行有效汇聚和管理%提升医院诊疗数据质量%为医
院临床科研的支撑-诊疗模式的转型和医疗领域的智
能化应用带来机遇和动力&由于医院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领域的建设起步较晚%相关技术人员较少%经
验不足%在大数据建设和管理上还会遇到很多新的难
点和痛点&只有通过对新技术新业务的不断学习%掌
握更为有效的数据采集-清洗-加工工具和方法%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和发展%才能建设好医疗科研大数据平
台%为医院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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