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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医疗健康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许　丹

　　

[摘要]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尤为迅速,大数据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愈发广泛,逐渐成为推动医学进步及

实现公共健康管理的有效工具.医疗健康数据复杂多样,其广泛涵盖临床数据、医学影像、健康监测等多种

数据类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有效应用,可将海量医疗数据进行有效存储、处理、分析,从而为疾病预测、早期

诊断、个性化治疗提供有力支持.本研究深入探究了医疗健康数据分析中大数据技术的实践应用,明确了大

数据技术在疾病预测、治疗方案优化、医疗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某中部市级健康管

理大数据中心实践案例,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医疗健康管理中的实施效果.研究表明,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医

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将极大地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及其整体质量.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医疗健康数据;疾病预测;早期诊断

基 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现状，医疗健康领域的工

作模式、业务流程也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而发

生重大变革。 在全球范围内，医疗数据数量及其复杂性都

在显著增加，传统手工分析、处理医疗健康数据的方式显然

无法应对这一挑战。 引入大数据技术可显著提升医疗健康

数据存储、处理、分析的高效性，进而为疾病预防、诊断、

治疗及健康管理提供新的技术手段。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

者关注与研究大数据在提升疾病预测、个性化医疗等方面的

具体作用机制。 例如，KassＧHout等提出借助大数据分析

可为流行病学的研究提供新视角，较好地改善疾病预警系

统。 大数据技术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疾病管理准确

性。 下文将具体阐述医疗健康数据分析中大数据技术的具

体应用及其实际成效。

医疗健康数据主要来源及类型

　　当前医疗健康数据来源日益多样化，涵盖临床诊疗、医

学影像、日常健康监测等数据，从临床治疗到个人健康管理

各个层面，各类数据都有其独特应用价值。

其中电子病历(EMR)是当今医疗系统中常见的信息档

案，其主要记录患者基本信息、病史、诊断结果、治疗过程

等详细数据。 EMR可帮助医生全面了解患者健康状况，进

而为其提供精准诊疗决策支持。 医学影像数据则主要包含

X射线、CT、MRI等医学成像设备所生成的图像信息。 目

前影像学技术持续进步，医学影像也成为诊断治疗的重要依

据。 此外，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表、健康手环等，以及传

感器设备如心率监测器、血糖仪等，可动态采集用户的心

率、血压、步数、睡眠质量等数据，对个体健康状况进行实

时监测，为持续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表１所示

为医疗健康数据类型及其主要来源。

表１　医疗健康数据类型及其主要来源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主要内容 应用领域

临床数据 医疗机构、医生
电子病历记录、手术记录、

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疾病诊断、治疗方案制定、

健康档案管理

影像数据 医疗影像设备 X光、CT、MRI等医学图像信息
疾病早期诊断、治疗监测、

影像分析

健康监测数据 可穿戴设备、传感器
心率、血糖、血压、运动量等

实时监测数据

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

个性化健康干预

行为数据 移动应用、健康管理平台
饮食记录、运动记录、

睡眠分析、情绪记录等

个人健康管理、行为干预、

生活方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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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医疗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一)大数据技术在疾病管理与治疗方案优化中的应用

当前医疗健康领域疾病管理及治疗方案优化已进入新的

层次。 借助大数据技术可整合分析海量医疗健康数据，建

立评估分析模型帮助医生做出精准诊断，结合患者的个体体

征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 以糖尿病这一全球范围

内的严重慢性疾病为例，传统疾病管理方法依赖患者自我监

测、医生定期诊断，导致诊断结果难以实时反映患者健康状

况。 而引入大数据技术则可为糖尿病管理治疗提供科学精

准的方法。

例如，美国的糖尿病管理平台“Livongo”充分利用大

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患者血糖水平、运动量、饮食习惯、药

物使用情况等多维度健康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为患者生成个性化健康报告。 处理后的数据实时上传至

云端，医生可随时查看这些数据，结合患者健康状况为其提

供即时的反馈建议，例如，适当调整患者饮食计划、增加运

动量、优化药物治疗方案等。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情管理需要长期跟踪、持续干预。

利用大数据技术医生可精准评估心血管疾病患者风险，有效

优化治疗方案。 如借助可穿戴心电图监测仪等智能健康设

备，精准监测患者心率、血压变化等关键指标，并将检测采

集的数据及时上传至云平台，实时记录监测情况，云平台结

合患者历史健康记录进行分析评估，一旦发现患者心电图数

据异常，会即时发出警告并建议患者立即就医。

(二)大数据技术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应用

公共卫生监测数据来源较为广泛，具体包含医疗机构病

例报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统计数据、社会网络与新闻

报道中健康事件信息等。 监测数据涉及人口健康、环境因

素、病原信息等多个层面，这就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有

效的整合分析，以提高数据处理整体效率。

可从电子健康档案(EHR)、电子病历、药品销售数据中

提取相应的信息，结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报告，形

成多维度数据池。 公共卫生数据通常杂乱且不规则，包含

大量噪声数据、缺失值、异常值。 在数据梳理过程中，需

要通过数据清洗和数据标准化来消除不同数据源间的差异，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提升数据质量。 同时也要脱

敏去除个人隐私信息，摒弃与疾病无关的其他行为数据。

健康监测数据可用于多种分析任务，常见的包含疾病监

测、趋势预测、风险评估等。 在此基础上，借助大数据开

发工具如 Hadoop、Spark和 MapReduce搭建大数据分析平

台，以高效处理海量医疗健康数据。 并结合机器学习、时

间序列分析、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构建疾病知识图谱，建

立相关领域模型，揭示疾病传播规律、预测疾病蔓延、评估

公众健康风险等。 结合传染病基本传播模型如SIR模型，

拟合历史传染病数据建立预警预测模型预测疾病传播趋势。

例如，可深度分析某一地区日病例报告数据，结合数据建立

时序模型，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病例数。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在公共卫生监测中的大数据处理流程

步骤 说明

数据采集
从多来源收集公共卫生相关数据(EHR、环境监测、社

交媒体、气象数据等),构建数据池

数据清洗

与预处理

去除无关数据,填补缺失值,剔除异常数据,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数据分析

与建模

使用机器学习和统计模型(如时序模型、流行病学模

型、空间分析)分析疾病传播规律,预测疾病传播趋势

实时监控

与预警

基于实时数据,建立监控系统,及时发现疾病暴发迹

象,并通过预警系统提前发布警告

数据可

视化

利用图表、仪表盘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展示疾病传播

分布、传播趋势、热点区域等信息,辅助决策

反馈与

优化

根据监测结果和疾病发展情况,调整监测策略和预测

模型,优化应对措施

区域医疗健康管理中大数据应用案例分析

(一)某市健康管理数据中心建设概况

某中部地区市级健康管理数据中心建立于２０１５年，现

已成为其智慧城市健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而言，

该中心整合大数据技术，充分利用云计算、云存储和物联网

等先进手段，构建了覆盖全市及多个县区的综合健康管理平

台。 平台共计接入１４３家医疗机构、３６８家药店，同时还涉

及个人医保消费数据，因而其可实时采集、存储、分析多维

度健康信息。 平台能采集６大类数据，日采集数据总量可

达１８０万条，至今已存储近１０亿条数据，为区域医疗健康

管理提供了精准数据支持。

该健康管理数据中心整合了基础数据资源，包括全员人

口网格库、居民健康档案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库等多

项内容。 并与环境数据如空气质量、水质监测、气象数据

融合，实现全面疾病监测分析，为健康管理、公共卫生政策

制定提供有效依据。

(二)医疗健康大数据应用效果

１．有效提升疾病传播防控效率

引入疾病智能自动报告系统可以提高疾病发现率，改善

报告数据质量及其准确性。 疾病智能自动报告系统具备医

生工作站智能提醒功能，实现疾病报告“电子化”。 当医生

在诊疗过程中诊断出相关疾病时，系统将自动提醒其填写相

应的疾病事件报告卡，保证诊疗中所有关键疾病信息能及时

记录上报。 该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统无缝对

接，可自动从患者基本信息中提取数据，医生则仅需补充诊

断相关信息。 与此同时，疾病智能报告系统还与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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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数据平台、人口网格库进行有效对接，保证患者身份

信息实时更新修正。

自２０１６年启动疾病智能自动报告以来，该市疾病事件

报告范围逐渐扩展，报告率显著提升。 城区公立医疗机构

已报告大量重大疾病及事件相关数据，具体涉及心血管疾

病、恶性肿瘤、法定报告传染病和死亡事件，表３为具体统

计数据。

表３　某市具体统计数据

疾病类型 病例报告增长比例(％)

心血管疾病 ６．２

恶性肿瘤 ５．８

死亡病例 ９．４

法定报告传染病 １１．３

　　２．有效提高慢性病管理率

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开展慢性病自动监测，从医疗机构

的医院信息系统获取患者诊疗信息，并实时推送至健康管理

大数据平台。 平台会将患者信息与现有高血压、糖尿病数

据库比对分析，自动去除重复数据。 同时，平台对接人口

网格库，实时更新患者基本信息，进而提供精准的监测、随

访服务。

慢性病自动监测系统在该市城区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均

已上线实施，在医疗健康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借助该

系统所有诊断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相关信息被即时录入

平台，对患者数据进行自动统计与分析，并与医疗机构信息

系统业务系统，实现慢性病管理的长期跟踪、定期随访、即

时干预。 目前，该市城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登记报告率

达１００％，疾病管理效率显著提高。 表４为其城区高血压和

糖尿病患者的自动监测报告数据统计。

表４　城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自动监测报告数据

疾病类型 健康管理率(％) 备注

高血压 ９８ 覆盖城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

糖尿病 ９５ 覆盖城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医疗健康数据来源增多，数据类型复杂

数据。 因健康数据海量剧增，传统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数据

的分析、处理要求。 所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有效整合

临床诊疗、检验影像、健康监测等数据，实现精准的个性化

医疗以及高效的公共卫生监测，是未来医疗行业智能化、个

性化发展的趋势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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