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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三方的电子病历信息整合平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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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医院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很多都建立了

自己的信息系统或电子病历系统。这些系统基本上是

根据各医院当时的业务需求自主研发或引进的，由于

缺乏信息标准和统一规划，目前，不同医院的系统自成

体系，它们之间很难进行数据的交换和共享。而病人

一生可能在多家医院就诊，病人的病历信息会分布在

多个医院，使得宝贵的病历资料“ 浪费、闲置和不连

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研究结合我国国情，在保持各医院已有系统的

自治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个政府作为第三方的医疗

信息整合和共享平台，形成区域内病人贯穿一生的电

子病历，使合法用户能方便地获得电子病历信息。从

而，增强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整合，提高卫生监管，全

面提高区域医疗卫生的服务水平。

4! 相关信息标准及技术

!" ! #$%
567 标准是基于国际标准化组织（ 8.9）所公布的

网络开放系统互连模型（9.8）第 7 层（ 应用层）的医学

信息交换协议。从诞生至今，567 已经更新了很多版

本，目前最新版本为 567 :# 版。567 标准使用消息机

制来传递请求和数据。567 为异构系统环境之间进行

医学数据信息交流和共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 #$% ’() *&" +
&’( 是一个在健康医疗领域用于异质软件系统

之间交换临床信息的文档标记标准［4］。最新版本为

567 &;1<12=; ’>2?@,<A (/2B1A,2A?/,，)"* $。它 对 需 要

交换的临床文档的结构和语义制定标准，并定义了

如何在 567 消息中打包 &’( 文档。一个 &’( 文档是

一个完整的信息对象，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声 音 和

其他多 媒 体 数 据。&’( 文 档 使 用 可 扩 展 标 记 语 言

（CD6）编码，因此，它可以用浏览器 显 示，或 者 转 换

输 出 至 笔 记 本 电 脑、E’(、手 机 等 移 动 设 备 进 行

查看［"］。

!" , -./ 0.1234.5（-./ 服务）

+,- .,/012,3 是一种基于透明标准体系的组件化

松散耦合技术，其目标是实现不同系统间跨平台、跨编

程语言 的 可 互 操 作 性［#］。+,- .,/012,3 是 一 个 基 于

CD6 的可编程实体，它的定位是拓展分布式应用，适合

大数据量低频率的远程数据调用［F］。

"! 医院信息整合的若干常用模式

总结国内外现状，医院信息整合一般有以下几种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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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模式

!"! 模式不存在集中的数据源和控制中心，两个

应用之间直接进行数据通信。该模式用于两个医院之

间点对点的通信，德国采用点对点模式实现基于社区

的家庭医生和医院医生共享病人的临床信息［#］。我国

现行条件下，大多数地区的社区医院信息化程度较低，

社区内病人的电子健康档案信息严重缺乏，因此在我

国广泛采用 !"! 架构实现社区医院和大型医院之间信

息共享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在信息化程度较高

的经济发达地区尝试和推广。

!" ! 索引中心模式

该模式下，数据只保存在医院的数据源中，病历

中心是电子病历索引数据库。病历中心服务器接收

各应用的数据查询请求，分解、转换成相应医院数据

源的查询，将查询结果合并后反馈给用户。荷兰、芬

兰和台湾的一些医院采用了该模式实现病人临床信

息的跨院际共享，对于各医院信息的收集多采用拉

动模型［#，$，%］。这种架构的优点是容易适应数据源的

变 化，可 以 保 证 数 据 的 时 效 性；其 缺 点 是 查 询 性 能

不高。

!" % 数据中心模式

数据中心模式是指：通过建立一个集中的数据库

将来自各医院的异构数据转换成统一的数据结构，存

储到中心数据库。同时，为了确保中心数据库能够反

映各个医院的最新内容，必须由程序周期地将医院更

新的数据传送到病历中心。希腊一些集成电子健康记

录系统和我国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均采用这种方式集中

备份病人的电子病历信息。该模式的缺点是数据重复

存储，优点是数据结构统一，查询性能较好，支持数据

挖掘等深层次的信息处理。

我国目前关于电子病历的相关法律还不完善，采

用索引中心方式，由于软硬件的归属方都在医院，容

易引起医疗纠纷。而采用政府作为第三方的数据中

心模式可以解决医院在上电子病历时缺少第三方监

管 的 法 律 瓶 颈，保 障 电 子 病 历 的 真 实 性 和 可 信 性。

在电子认证无法完全施行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成本

较低。因此，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本研究采用政府作

为第三方的数据中心模式来实现医疗信息的整合和

共享。

&’ 系统分析与设计

%" # 系统功能分析

电子病历信息整合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设立以政府

作为第三方的电子病历中心，在电子病历中心建立统

一的数据结构，集成区域内各医院信息系统或电子病

历系统，整合各医院的出院病人的归档病历信息，在电

子病历中心形成病人贯穿一生的电子病历，为用户提

供统一视图，实现以区域为中心的电子病历信息共享。

%" ! 数据中心模型

电子病历不仅包括文本，还包括各种表格，层次化

信息，心电图、( 光片等图形图像化信息。如何有效的

组织、描述和存储这些复杂的数据是整个平台能否成

功实施的基础。鉴于关系数据库对数据的高效查询性

能和 ()* 语言对分层数据的强有力的描述能力，本研

究在电子病历中心采用关系数据库和 ()*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病历信息的存储来解决查询的高效性和显示

的完整性两大难题。为了在数据中心支持数据挖掘、

卫生统计等深层次信息处理，在进行电子病历中心关

系数据库设计时，我们坚持信息“ 结构化”的原则，并

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开发理念［+］，合理地设计了数据库

字段。第三方数据中心模型如图 , 所示：

图 ,’ 数据中心模型

数据中心设有数据收发器，它用来接收和发送数

据，实现数据中心和用户的数据交换。当医院传递过

来的是基于标准的 ()* 文档时，如果 ()* 文档经 -*%

./0 123456 验证有效，那么文档直接存储到 ()* 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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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病历数据库。如果医院传送的是关系数据，则需要

先由映射规则实现局部模式到全局模式之间的数据映

射，存储到数据中心关系数据库。然后，再通过中介数

据库将关系数据和图形、图像信息整合，由标准文档转

换器将其转换为基于 !"# $%& 标 准 的 文 档，存 储 到

’(" 电子病历数据库。

当医院客户端用户或者浏览器用户发出一个具体

的信息查询请求时，首先由请求接收器接收用户请求，

然后，请求分析器分析用户的请求，并根据用户拥有的

权限到数据中心读取相应电子病历信息，最后通过结

果整合器将查询到的结果整合，并返回给用户。

此外，数据中心设有索引库，以整合分散的病历并

加快检索效率。索引库以病人在第三方的唯一 )% 来

整合病人在区域内各医院的看诊记录，形成贯穿一生

的电子病历。

!" ! 系统架构

基于以上系统功能分析和数据中心模型设计，我

们的电子病历信息整合平台的体系结构如图 * 所示：

按功能划分，整个架构分为上、下两部分。虚线以下部

分的功能是实现病人诊治信息从医院到电子病历中心

数据库的传输、转换和存储功能。虚线以上部分主要

是整合电子病历中心的信息，为用户提供电子病历访

问接口，实现信息共享。

图 *+ 电子病历信息整合平台架构

虚线下方共分三层，最下层是各个医院的异构、分

布、自治数据源；第二层设有数据代理，数据代理的功

能是向 ,-. /-0123-4 层发送请求和接收响应；探测医

院每天归档的电子病历信息变化，为电子病历中心数

据库与医院数据库的适时同步更新提供支持。最上层

是 ,-. /-0123-4 层，该层负责处理来自医院的远程数

据传输请求，一方面，它能接收基于 $%& 标准的电子

病历文档；另一方面，对于关系数据，它能够实现医院

数据源局部模式到病历中心数据库全局模式之间的映

射，统一格式后存储到病历中心数据库。

虚线上方有四层，最下层是数据层，它包括索引

库、’(" 电子病历文档、关系数据库以及图形图像数据

库信息；第二层为应用集成层，该层包含用户管理、内

容管理、区域性应用三个模块。其中用户管理模块实

现各级用户注册、身份验证、授权和访问控制。内容管

理主要包括病历模板、医学标准等标准化信息下载。

区域性应用模块可实现电子病历查询共享及卫生统计

分析。第三层为接口层，该层为各种用户提供相应的

应用程序接口。最上层为用户层，包括 ,-. 浏览器用

户，手机、5%& 等移动用户，医院客户端用户。

6+ 系统实现

本研究采用7 89: 平台下的 $;7 89: 编程语言和

&/57 89: 进行开发，主要实现了以下几个功能：（ <）在

第三方电子病历中心数据库建立了统一的数据结构，

集成了各医院异构数据库资源，对医疗信息进行了基

于标准的转换。（*）电子病历中心实现了对医院信息

适时同步更新。（=）建立了电子病历中心网站，为用

户提供了电子病历查询视图。

上文提到，当医院端传递的是基于 $%& 标准的电

子病历时，医院客户端调用电子病历中心的 ,-. 服务

方法，将基于标准的 ’(" 文档直接传送到电子病历中

心，这部分的实现不再赘述。然而，当医院传递的是当

天归档的关系数据时，将会涉及到多个病人的信息，此

时，需要先调用 ,-. 服务方法实现关系数据的批量传

送和映射，然后利用标准文档转换器，实现关系数据到

基于 $%& 标准的电子病历的转换，然后存储到 ’(" 电

子病历文档库，供用户的查询。以下介绍这种情况下

两个主要模块的实现。

#" $ 医院到电子病历中心的数据传送及映射

我们以安徽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的病案库为实验对

象，实现该院当天归档的病历信息从医院到电子病历

中心的传送及映射。首先，第三方电子病历中心创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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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并将其发布，然后，医院端应用程序查询当天

归档的病历信息，通过代理对象调用第三方的 !"# 服

务方法，实现医院数据到第三方的传送及映射。

!" # 关系数据与 $%& 文档之间的转换

$%& 标准是用于异质软件系统之间交换临床文档

的标记标准，它采用 ’() 语言来标记要交换的文档，

因而，$%& 标准在技术层面不需要进行本地化，本地化

的工作主要存在于文档格式的定义和内容的编码上。

本课题对 *)+ ,-(［.］、$%& , / (-(［01，00］及 -23 进行了

分析，主要做了以下本地化工作：将姓名全部指定到

456" 元素的 789"4 子元素。另一方面，我国病案首页

规定的一些必要信息在 *)+ $%& 标准中没有相应的表

示，必须作本地化的定制。采用的扩展方式是将这些

本地化扩展标记包含在 *)+ 9: 以外的命名空间。此

外，$%& 标准采用后组式编码，对于疾病名称、生命体

征、药品名称、数量单位、实验室检查检验均采用标准

术语编码来进行标示，目的在于保存术语的内涵和无

二义性的表述，便于信息共享。而我国信息表达标准

相对来说很欠缺，因此，建议使用 *)+ 组织定义的编码

标准或者 *)+ 推荐使用的术语集。

课题参照 *)+ $%& ,;< 1 标准和加拿大 $%& 标准

实施指南［0;］，并结合我国已颁布标准，如中国各民族

名称的马字母拼写法和代码标准 => ? 2::1@ / 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与代码标准等标准，我们设

计了标准文档转换程序。关系数据到 $%& 文档的转

换是通过构建 %A( 节点树来实现的，示例代码如图 :
所示。

授权用户可以登录到电子病历中心网站查询、下

载病历。当医院接收到一份 $%& 文档按照 3BC"65 验

证其有效性后，医院端的接收程序可以通过 ’3)2 将

$%& 文档转换，通过浏览器查看，如图 @ 所示；也可以

作为文档来保存；或者可以将 $%& 文档解析，影射为

内存中的一棵节点树，转变为关系数据，再插入到关系

数据库的表中。

DE 结束语

本文采用 !"# 3"F98B"G 等信息技术构建了电子

病历共享系统雏形，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病历查询及

交换的环境。系统基于 *)+ $%& 标准，可 以 实 现 区

域内电子病历信息整合和共享。系统有以下优点：

图 :E 标准文档转换程序代码

图 @E 基于 *)+ $%& ,;< 1 标准的电子病历

医生可及 时 获 知 病 人 以 往 健 康 相 关 信 息 和 看 诊 记

录，可优化对病人的治疗，提高医生工作效 率；医 师

可以获得有关某种病情的大量成功案例作为诊治参

考；便于开展案例教学，可协助远程会诊的实现。为

使系统更加完善，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开展

的研究还包括：数据挖掘在电子病历中的应用；存储

方案选取和网络传输安全性的研究；%-$A( 标 准 在

电子病历中的应用研究。

"#$C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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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仿真处理服务器：可以在 "#$%&’ ()%*#+ ,--. 平

台上使用 /0语言 开 发 此 服 务 器 上 的 仿 真 应 用 管 理

软件。

! 虚拟世界数据库服务器：可以采用 (12 (34534
,---，64&7’38#，(9:&$3 等关系型 ;<=( 来实现对数据源的

管理。建议将实体的分形几何模型信息（2 > (9$)3? 文法

描述和 @A( 编码）建立成表来构建基础的分形图形库，将

场景信息建立为视图以方便仿真处理服务器对数据源的

间接操作并极大程度地减少了数据冗余。在并发控制上，

由于客户端软件自身已有极高的桢刷新频率，并且鉴于

;"B 系统要求具备有尽可能快的交互速度，因此建议采用

一级封锁协议来防止丢失更新即可。在数据库安全问题

上，创建具备不同权限级别的多种角色，实现对不同用户

服务的管理，保障数据库的安全稳定。

C! 结束语

毫无疑问，在构建 ;"B 系统的几何模型时采用分

形来表现是相当不错的造形方法。虽然目前分形模型

尚处于研究阶段，所生成的实体还只是二维图形。但

是，二维交互与三维交互是密切相关的，三维交互从二

维交互发展而来，二维交互的概念层次结构以及从二

维交互技术的发展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开发三维

交互技术【,】。对基于分形模型的 ;"B 系统的设计，将

大大促进这一经过改良的 ;"B 系统的诞生，使得计算

机虚拟世界更加细腻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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