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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家门口“坐堂”群众“零距离”享服务

“三甲门前熙熙攘攘， 社区医院门可罗
雀”是一些医院的真实写照，这种情况加剧了
医疗资源不均。对此，意见提出，推动健康医疗
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用
体系；加强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健康医疗信息
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等。

“二甲双胍药要坚持吃，还要每天自己测
餐后血糖，不能马虎哦。 ”在成都苏坡社区医
院家庭远程医疗社区诊断室里， 四川省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专家杨毅正在通过远程会诊系
统下处方。 屏幕前，

６１

岁的苏坡社区居民刘
昌贵正在认真地听， 旁边坐着苏坡社区医院
全科门诊主治医生。 自从社区医院有了远程

诊断室，老刘再也不跑去大医院“折腾”了。

通过连接基层与专家资源， 大数据正在
为千万个家庭打造更加可靠的健康“守门
人”。刚刚结束的互联网医疗大会上启动了全
国家庭健康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通过互联网
手段，实现资深专家对家庭医生的传帮带，同
时也可通过互联网对区域专家医生的签约以
及服务情况实现实时的统计分析与监测。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李兰娟说， 未来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全新医
疗云计算模式和以家庭为云终端的健康服务
将贯穿家庭、 社区和医院， 推动医学取得突
破，帮助百姓获得实惠。 （据新华网）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２０２０年初步形成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体系

大数据将带来哪些“健康红利”

过度诊疗困扰病患、排队约号费时费力、医疗信息不共享重复诊
断……未来，医疗领域的这些“短板”将有望逐步补齐。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

２０２０

年初步形成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体系。 健康医疗大数据将为
百姓带来哪些“健康红利”？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大数据＋慢病管理”覆盖全生命周期

在成都市锦江区狮子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健康管理师唐兰正在指导社区居民
侯玉国的饮食锻炼。“通过上周血糖曲线和
走路步数来看，侯爷爷您还需要管住嘴、迈
开腿哦。 ”指着电脑里的监测数据，唐兰认真
劝说他。

这是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联合成都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探索打造的糖尿病管理新
模式———“社区糖管家”， 通过健康数据实时
监控及大数据分析，对糖尿病患者的患病、服
药、治疗等进行多角度测评，并针对患者个人
情况开展个性化的指导和健康教育， 提高慢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治疗支出。

未来， 这种模式将被广泛推广。 意见提
出，到

２０２０

年，建成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分级
开放应用平台， 依托现有资源建成

１００

个区
域临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基本实现城乡居
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
健康卡， 适应国情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模式基本建立。

“利用大数据，将各种健康数据、各种生
命体征的指标， 集合在每个人的数据库和电
子健康档案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应用，推动覆
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管理
的一体化健康服务， 这是未来健康服务管理
的新趋势。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说。

借大数据之手 １分钟查过度医疗

医生有没有为了绩效而多开药、 多做检
查？因为信息不对称等缘故，患者往往没有发
言权，有时还得吃哑巴亏。 现在，借助大数据
之手， 可以对千千万万份医疗费用单据———

“把脉”。

２０１３

年， 成都市利用大数据建立了医
疗保险智能辅助审核信息系统， 实现了对
全市

１３２８．４６

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２２２１

家医保定点医院、

６７９０

家医保定点零售
药店、

２２

个医保经办机构医保行为的全过程

监管。

“同样审核一份医疗费用单据，要筛查出
疑点，以前人工审核平均需要

２０

分钟左右，而
智能辅助审核信息系统不到一分钟。 ”成都市
医保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王进说。

王进介绍，利用大数据不仅能筛出疑似过
度医疗，还能初步判断医生用药是否符合“临
床规则”，在智能辅助审核系统面前，每一单违
规用药、过度诊疗行为将无所遁形，这也倒逼
医院加强管理、规范医疗行为。

网络预约诊疗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看病挂号难在一些大医院是常态。针对种种
不便，意见强调要从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的领域入
手，重点推进网上预约分诊、远程医疗和检查检验
结果共享互认等便民惠民应用。

打开手机“微医”

ＡＰＰ

，搜索“严律南”三
个字，几秒钟后，一个“严律南专家团队”跃
然眼前，方便患者有序就医。 这个团队里既
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著名肝脏外科专家严
律南作为首席专家，还有该院的主治医师和
基层医生。

“我们专门在网络上给医生专家团队配
备了专门秘书， 患者一旦选择该专家团队，

将根据初步病情分配相应级别医生，促进分
级诊疗落地。 ”微医集团四川负责人尤佳告
诉记者，以前，患者一出现肝脏方面的问题，

总是挤到大医院找专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门诊病人其实是常见病、多发病，根本不需
要到三级大医院来。

“这背后是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医疗。 ”

微医集团首席运营官张群华认为，“大数据
＋

医疗”一个优势就是能够对医生和患者的需
求进行精确匹配，通过互联网及其背后的大
数据分析实现“点对点”传播，促进分级诊疗
及医患关系和谐。

建成国家医疗卫生信息
分级开放应用平台。

统筹区域布局，依托现有
资源建成

100

个区域临
床医学数据示范中心。

实现国家和省级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以及全国药品招标采
购业务应用平台互联互通

,

基
本形成跨部门健康医疗数据
资源共享共用格局。

1.

推进健康医疗行业
治理大数据应用。

2.

推动健康医疗临床和科研
大数据应用。

3.

推进公共卫生大数
据应用。

4.

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新业态。

5.

研制推广数字化健
康医疗智能设备。

1.

加快建设统一权威、

互联互通的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

2.

推动健康医疗大数
据资源共享开放。

1.

发展智慧健康医疗便民惠民服务。

2.

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用体系。

3.

推动健康医疗教育培训应用。

1.

加强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

2.

推进网络可信体系建设。

3.

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

4.

加强信息医疗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
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