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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正在爆发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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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数据的获取和分析的速度已经从原来的按“天”计算，
发展到了按“小时”、“秒”计算

2011年，美国的医疗健康系统数据量达到 150EB

2013年，加州医疗健康系统Kaiser Permanente积累了的数据
已经超过26.5PB

一次全面的基因测序，产生的个人数据达到了 3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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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的特点

u 海量积累
u 3D影像和组学数据加速医疗健康大数据指数级增长（医疗数据一个大

脑的CT扫描图要让它分辨率很高，微米的数据量产生是4.5TB的数据）

u 上海区域医疗信息平台每月的新增数据大约为100G，年增数据1.2T。
u 便携式可穿戴医疗检测设备，实时监测产生动态数据

u 记录型的结构化数据（EHR/EMR）
u 纯文本或PDF格式的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文档数据
u DICOM格式的影像数据
u 新型的组学数据

u 诊疗数据质量高，错误率低
u 要求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精准

u 医疗数据隐私保护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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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带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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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应用面临的问题——数据管理存在严重不足

l 77% 的美国医疗健康行政人员对自己机构在数据管理方面的能力评价
为“C”；

l 仅有 34% 报告能从电子健康记录（EHR）中获取数据用来帮助病人，
而有 43% 报告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来帮助病人；

l 超过 60% 的 IT 预算花费在“集成”工作上；

l “缺乏全面性的策略…”使得数据“集成”所付出的成本相当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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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应用面临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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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 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推进全国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数据整合共享，实施健康医疗信息惠
民行动，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 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探索医疗联合体等新型服务模式。

2016年7月27日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推进智慧健康医疗服务

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
——医疗健康服务大数据

• 构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覆盖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计划生
育和综合管理业务的医疗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据应用体系。

• 鼓励和规范有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医疗健康大数据创新应用研究，构建综合健康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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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6〕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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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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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有医疗资源整合基础——医联工程
u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与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于2006年10月开始建设市级医院临床信息

共享项目（即上海医联工程）。目前，医联工程发行4400万张医联卡，覆盖本市所有37家省
部级三甲医院、7808万患者，数据规模达1.1PB，数据正确率超过95%，形成国际上最大的
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库。 获得奖项等级最高数量最多：

Ø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Ø2011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Ø2011年中国医院协会科技创新奖一等奖
Ø2010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银奖(计算机类最
高奖项)
Ø2008年区域信息平台方案获得卫生部评比
一等奖
Ø2008年上海市信息化优秀应用成果奖
Ø2011年获得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优秀项目
团队



— 13—

上海已有医疗资源整合基础——上海健康信息网

上海市基于市民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项目(简称“上海健康信息网工程”)：是上海市医改的

五项重要基础工作，也是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内容。

— 依托上海医联工程，已覆盖全市所有600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目前已经建立了涵盖3900万人口的电子健康档案库，存储9.59

亿条医疗卫生事件，43.6亿条各类报告（含公共卫生数据），是国际同类系统中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信息库。

—覆盖全市6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

—全市市民健康档案覆盖，自我建档更新。

—信息共享，智能提醒，自我管理；

—预约挂号，纵向会诊，安全提示，决策分析；

—2013年已经完成“1+1+17”联网，是全国首个实现省级全覆盖的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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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基础

万达区域卫生信息化市场份额平均年增长率超过70%；承建的区域平台系统信息规模
最大，所承建系统所服务的对象近4亿人口；目前万达的客户已经覆盖华东、华南、华中、
西部、华北共计14个省、100个地市以及1000多个区县 ，其中包含了广州、成都、武汉、
西安等特大型城市，累计经济效益超过15亿元。

Ø 全国有代表性：上海医联工程、上海健康信息网工
程、湖南、四川、贵州、江西；

Ø 技术上有代表性：广州；
Ø 业务上有代表性的：佛山、宁波鄞州；
Ø 区域上有代表性：华东：上海、南京、宁波、无锡，

华南：广州、佛山，华中：武汉、湖南，西部：成
都、西安，北方：鄂尔多斯、烟台；

Ø 特大型城市：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南
京等；

各地标杆性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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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信息医疗健康数据资源基础

四川8140 万人
湖南6737万人

贵州3508万人

西安855万人

江西4542万人

广州-佛山2075万人

南京816万人

武汉1012万人
宁波鄞州120万人

上海2400万人

宁夏622万人

地区 覆盖人口数量
（万人)

系统在册人口数量
（万人）

就诊记录数
（亿条）

上海市 2,426 2,843 9.6
湖南省 6,734 1,522 0.37
四川省 8,140 8,730 0.62
贵州省 3,508 1,531 0.58
江西省 4,542 5,126 0.54
广州市 1,275 4,846 1.00
佛山市 810 989 1.36
武汉市 1,012 2,176 0.37
南京市 816 210 0.13
西安市 860 1020 0.18
小计 30123 28993 14.75

• 与11个地区的卫生管理部门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立区域创
新协同示范基地

• 开展联合攻关、技术验证、成果应用、协同联动、资源合作
• 覆盖东、中、西部共计超3亿人群，系统中存储近3亿患者数

据，超过14.75亿条就诊人次，75.6亿各类医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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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健康+互联网实践

2014年12月19日，上海卫计委与万达信息签约“上海健康管理云”

健康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区域卫生平台

医疗机构

上海市民健康管
理云

大数据第三方健康管理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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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医疗大数据课题
• 承担2015年科技部863重大项目“生物大数据开发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 课题六：面向重大疾病的中西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研究

• 课题八：（面向医疗信息共享）基于区域医疗与健康大数据处理分析与应用研究

• 2012-2016年连续五年承担上海市科委大数据课题

Ø 一整套医疗大数据产品
• 覆盖大数据计算、管理、分析挖掘、互联共享系列产品软件

Ø 一系列医疗大数据专利

深入研究取得医疗大数据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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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大数据总体解决方案

大数据高性能计算支撑

大数据资产管控

行业分析模型包

分析处理工具集 大数据知识图谱

在线模型设计器

数据服务门户

大数据治理

数据脱敏数据采集 数据清洗

大数据分析利用

数据质量评估

个性化健康管理 医疗卫生服务 精准化卫生管理 医疗科研 大数据市场分析

资产管
控平台

分析服
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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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医疗大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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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医疗大数据分析利用平台

l 数据源采集、管理

l 大数据分析组件化服务

l 工具类、任务流类封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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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医疗大数据分析利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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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医疗大数据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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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鄞州区医疗卫生大数据平台

n 万达信息承建、与鄞州区卫计局联合运营的医疗健康大数据。
n 覆盖：80万户籍人口，124万常住人口健档，服务160万左右居民。
n 积累了区内各医疗机构10年跨度的基于业务系统产生的、实时交换的、连续的、关联整合的临床、疾控、

健康档案数据，管理全区9.8万高血压、2.3万糖尿病等慢性病人
n 已开展临床辅助决策、卫生经济分析、疾病管理、疾病症状监测等大数据分析应用服务

为中国疾控中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等开展医学科研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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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数据利用解决方案

案例——鄞州区医疗卫生大数据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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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鄞州区医疗卫生大数据平台项目

分析内容

时间范围 展现方式

• 2010年起-
• 实时更新

•普通统计图表
•网络图

•时空地图

疾病

负担

疾病范围

• 患病数据
• 就诊数据

• 用药费用分析
• 影响因素分析

• 高血压

• 糖尿病
• 心脑血管病

• ……

l 卫生管理：疾病卫生经济学实时评价

基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数据，对患者

门诊、住院、用药等情况进行分析，为决策层进行疾病

监测、宏观决策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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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鄞州区医疗卫生大数据平台项目

旨在利用实时的就诊疾病分类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方法构建预警模型，评价各种疾病风险状态偏离预
警线的强弱程度，向决策层发出早期预警信号并提前采取预控对策。

l 公共卫生：疾病实时监测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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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医学技术快速发展

促进万众创业、大众创新

加快医疗大数据关键技术
研究进程

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和效率

开展国际合作

案例——鄞州区医疗卫生大数据平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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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健康信息网

• 38家医院的临床数据

• 社区综改数据

• 疾控数据

数据总量154. 53亿条，5.95TB。

诊疗记录 8.1亿份

处方明细 24.9亿条

检验报告 3.3亿份

检查报告 5200万份

出院小结 74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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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健康信息网

数据利用方案

运用大数据方法与
DRGS管理原理，基
于海量客观数据，按
照疾病诊断+治疗技
术的应用设定病种组

合指数

将传统仅适用
于住院的

DRGS拓展到
门诊业务领域

测算公立医院平
均病种组合指数，
形成公立医院医
疗服务产出评价
的“度量衡”

建立以“公益性
和效率”为核心
的公立医院医疗
服务产出评价体
系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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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健康信息网

l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病种组合指数”
• 病种+治疗技术，构建病种组

合指数，度量医疗费用支出

• 以每指数单价作为计算基础，

评估医疗行为

• 以技术难度、服务效率为评估指标，引导医疗

机构向复杂医疗行为、高效优质医疗服务转变

• 支持分级诊疗落地，支持家庭医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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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健康信息网（基于大数据的分级诊疗）

公共卫生政策评价

利用大数据对就诊人群特征以及就诊行为、流向、费用的分
析，对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工作负荷、费用控制、
资源配置、患者结构等的合理性进行客观评价，协助制定有
针对性的分级诊疗政策。

分级诊疗

对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实施成效进
行检验，发现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1+1+1签约组合内就诊趋势——社区就诊逐步上升，市

级和区级医院呈逐步下降
• 通过延伸处方，让更多慢性病患者留在社区就诊，减少

三级医院门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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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医联工程（基于大数据的临床应用）

医疗质量监管

基于医联大数据，同类药品及诊疗项目过度使用、
临床路径符合率、跨院用药安全分析、患者再入
院分析、患者治疗效果评价、慢病关键指标跟踪
分析等。

临床辅助诊疗

开展医生用药智能推荐、智能提醒、急诊辅助、
疾病发病预警等临床辅助决策，应用于医联平台。

月提醒总计60万余次，其中重复用药38万余次，
重复检验20万余次，重复检查约3500次。截止目
前，节约的医疗费用累计 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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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上海阳光医药平台

市级医药采购服务
与监管信息系统

全省所有
的医疗机

构
互联网业务专网

全省所有的具有
供货协议关系的
药品生产或配送

企业

市级
监管

区县
级

监管

市级统建一个供应链平台

网上购药平台

市监管层可及时、准
确地把握全市整体的
药品供销存实况

区级无须自建系统，
直接使用市级提供的
功能，监管辖区内的
所有医疗机构

医院通过现有网络一次性对
接即可实现自动化数据流转

市统建一个适应现代化商务模式的公共服务平
台，在优化供需双方采配流程，提升业务运作
效率的同时实现对业务全环节全范围的科学化

监管

药企一次性对接即可实现对
全部供货医院的自动化数据

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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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宁波阳光医保（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医保控费）

事中事前 事后
挂号/
登记

医生
接诊

诊
断

处方/
医嘱

结
算

费用
审核 稽查

付款/
扣款

按需调阅就医档案

医保规则提醒服务

短信/微
信服务

服务医保业务

实时监控与分析服务

服务医保管理

服务医院、医生、参保人

智能审核，申诉互动

智能数据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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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大数据发展趋势及问题

医疗健康大数据现状及工作基础

医疗健康大数据实践及初步成效

2

万达信息与国家卫生信息工程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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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力

万达信息成立于1995年，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城市信息化的企
业之一。于2011年上市（股票代码 300168），在美国硅谷和全国
30多家分支机构，市场覆盖20多个省、直辖市。

21年
行业经验

CMMI5
软件水平

实名
云服务

>10PB
海量数据

4亿
服务人口

甲级
安全涉密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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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和服务占据上海城市信息化30%的市场份额

占据上海政府信息化领域60%的市场份额

上海位列2008年“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第一名

16.55%

19.45%

19.58%

21.23%

公司从2011年上市以来完成了全国市场的布局

n 分支机构：14家子公司，23家分公司

n 核心业务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直辖市，

100多个市、1000个区县

我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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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国家卫生信息共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简介

l 发展历程
l 2009年9月，上海市科委批准由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康发展

中心、上海市卫生局信息中心组建上海卫生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l 2013年10月，科技部批复在上海卫生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

立国家卫生信息共享技术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l 中心定位
l 技术创新——打造科研高地
l 成果转化——政产学研用联盟，开展产业化和成果转化
l 人才培养——卫生行业及HIT企业培训
l 服务行业——开展标准、测评、咨询、规划等第三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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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
u 国家卫计委卫生信息共享核心标准规范的编制者

– 参与制定并已发布了4项指南和解决方案、10项技术/功能规范、7项管理和测评规范、15项文档类系
列标准

– 指南和解决方案
• 卫生部《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南》

• 卫生部《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解决方案》

• 卫生部《综合卫生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指南》

• 卫生部《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建设技术解决方案》

• 卫生部《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妇幼保健信息系统建设技术解决方案》

– 技术/功能规范
• 卫生部《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 国家卫计委《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 国家卫计委《医院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信息系统功能规范》

– 数据和文档类系列标准
• 国家卫计委《健康档案文档规范》

• 国家卫计委《电子病历文档规范》

• 卫生部《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 卫生部《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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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课题

u 科研基础——共牵头承担10多项国家级课题，30多项地方课题
研究领域 承担项目

特大城市区域医疗整合 2007年“十一五”科技部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基于IHE规范的大型城市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及示范工程”（4项课题）
2009年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和协同服务平台研发和产业化”

跨（城市、省）区域医疗整合 2011年“十二五” 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跨区域医疗健康协同服务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2项课题）

医疗健康服务 2015年“十二五”科技部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医养结合的养老云服务平台研发及应用示范”
2014年基于物联网的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应用示范

医疗健康大数据 2015年科技部863重大项目“生物大数据开发与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六：面向重大疾病的中西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研究
课题八：（面向医疗信息共享）基于区域医疗与健康大数据处理分析与应用研究
2012年上海市科委“基于区域医疗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与示范应用”
2012年上海市科委“基于区域医疗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服务系统研发与应用”
2012年上海市科委“基于区域医疗大数据的多病种的影像特征库及教学系统示范应用”
2012年上海市科委“上海重大疾病临床生物样本库信息共享服务系统研发与应用”
2012年上海市科委“上海重大疾病临床生物样本库信息共享服务系统关键技术研发与建设”
2012年上海市科委“上海重大疾病临床生物样本实体库建设”
2013年上海市科委“医疗健康大数据服务平台的研究和示范应用”
2013年上海市科委“基于医疗健康大数据服务的业务模式研究”
2014年上海市科委“面向行业应用的大数据管理系统研发和示范”
2015年上海市科委“大数据融合分析技术在市场主体信用领域的应用示范”
2015年上海市科委“基于大数据的儿童精准就医与康复指导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健康云应用 发改委2014年云计算工程“面向医疗健康服务行业的公共云计算服务平台项目”
科技部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型糖尿病与糖尿病高风险早期筛查与综合管理的示范区域”
上海市科委2011年“上海健康信息网云计算应用示范工程”
上海市科委2015年“面向长三角地区的远程专科医疗服务协同平台建设及应用示范”
上海市科委2016年“基于大数据的慢病管理和云服务模式研究与创新示范”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2015年“基于大数据的慢病管理框架的构建 ”

健康物联网 2012年工信部物联网专项“基于物联网的社区远程医疗实时监测系统平台研制和产业化”
2010上海市科委“基于传感网的远程健康监护预警平台研发和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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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辐射

• 国家卫计委 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专家

• 科技部 现代服务业专家

• 科技部 信息技术专家

• HL7 China理事单位

• 副主席

• 技术指导委员会TSC副主任

•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 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 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常

务委员

• 健康统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 医学装备信息交互与集成分会（IHE 中国）常
务委员

• 数字医疗技术分会委员

• 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CPDE）医药健康数据处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智慧健康产业联盟骨干企业

•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CHIMA）委
员

• 智慧医疗协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起单位及常
务理事单位

•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大数据专家委员会

• 中国电子学会健康物联网专家委员会专家

• 上海云海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 上海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

•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副理事长单位
• 上海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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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大数据产业多方合作

Ø 大数据创新战略联盟
• 2013年“上海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宣布成立。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当选为第一届大

数据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

Ø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

• 2016年，万达信息、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等多家单位发起成立“上海数据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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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以企业为主导力量，联合高校形成研究开发实体，在政府政策支持和中介机构咨询服务的帮助下， 针对市场需求，共
同对医疗大数据研究成果进行工程化与系统集成化应用研究和二次开发。

Ø 研究与开发行业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为企业和行业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产品，并使得技术成果工程化，实现市
场价值。

Ø 产学研联盟可以为企业和行业提供成熟配套的技术和产品，培养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可以为医疗大数据技术的发
展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中介机构

企业

政府产
 学

 研
 联

 盟

参与研究

政策支持

技术成果工程化

参与研究

咨询服务

实
现
市
场
价
值

产学研合作促进医疗大数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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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助力医学发展 推动技术进步 加速人才培养激活数据价值 促进产业发展 推广应用服务

万达大数据整体解决方案

计算支撑平台

数据管理平台

分析利用平台

分析应用系统 大数
据标
准规
范
/

管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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