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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is the core of hospital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is the key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ospitals. It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pa-
tient satisfaction, but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mooth progress of hospital health reform meas-
ures. The emergence of big data has changed not only people’s work and lifestyle, but also the way 
of business operation, and even le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mode. At present,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is bringing about a new round of in-
formation revolution at an unimaginable speed.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big data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problem concerned by 
the medic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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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疗质量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它不仅与患者满意度密

切相关，也直接关系到医院医疗卫生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大数据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方式，也改变了企业经营的方式，更是导致了科学研究模式的根本变化。当前大数据技术已经开始应用

于医疗领域，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带来新一轮的信息革命。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促进医疗质量管理的

提高，日益成为医学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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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个领域产生的数据量以爆炸式增长，大数据成为当今的一个热点话题，

大数据的分析及应用也成为科技界和企业界甚至世界各国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大数据时代”已经来

临。 
医疗大数据就是指在医疗领域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其主要的数据来源有 3 类。一是临床医学数据。

在现代的临床治疗中，数据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从心电图，CT 图像，再到完整的病历图，临床医学在目

前所涉及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二是药理研究和生命科学数据。药物研发需要了解药理作用和药物间的相

互作用，这是密集型的过程，此时会产生海量数据。而在生命科学领域，随着人们对基因越来越深入的

了解，基因测序和个人基因图谱等数据也会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中[1]。三是个人健康数据，目前人们主要

通过每年的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飞速发展，便携式的身体监控设备也

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 

2. 医疗大数据在智慧医院中的应用分析 

2.1. 个性化医疗 

个性化医疗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对一”的精准化医疗服务，这在智慧医院的建设中处于核心

位置。个性化医疗主要是依靠医疗大数据，在分析普遍特征数据的基础上，对个体差异性征进行优化分

析，最终形成生理大数据分析库，进而辅助以医疗服务子单元，达到个性化医疗的预想效果。在个性化

医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患者的各方面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患者特征数据、疗效数据、基因排序数据、

药物反应数据等，这些都可以借助于医疗大数据进行轻松的实现[2]。 

2.2. 疾病预防 

医疗大数据在疾病预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能够应用于疾病的检测与预报。目前，我国已经构建

起了国家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这就是对医疗大数据的典型应用。基于这一系统，我国的医疗个案信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19.9203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聪健 等 
 

 

DOI: 10.12677/mm.2019.92031 280 现代管理 

 

达到了 700 万/年的数量，这些数据信息都会储存到系统中，并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最终将

会应用于后期的突发疾病预防工作中，有效地降低了疾病的传染速度和范围。 

3. 智慧医疗的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智慧医疗的优势相对传统医疗是非常明显的。智慧医疗借助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可以从多方面重构医疗行业。 

3.1. 重构医疗行业 

智慧医疗将重构医疗观念——有“治疾病”到“治未病”(改变医疗目标，由治到防的转变)；智慧医

疗将重构就医体验——以患者为中心(改变患者与医生、医院的关系)；智慧医疗将重构医疗行业价值链

——医药电商新模式(流程的优化)，见图 1。所谓治未病是指通过调整饮食习惯、作息规律，引导情绪

宣泄，合理运动以及适当使用保健品调节体质，增强身体免疫力，从而降低疾病发生的概率[3]。 
 

 
Figure 1. Smart medicine restructures the medical industry 
图 1. 智慧医疗重构医疗行业 

3.2. 重构医疗观念 

在智慧医疗环境下，家庭智能可穿戴设备与社区便携轻型医疗器械相配合，可以实时监测使用者的

身体各项指标，使健康管理数字化成为可能。使用者可以在移动终端随时查看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及

时发现异常数据，并根据智能终端给出的建议及时调整饮食、作息习惯等，防患于未然。这不仅可以减

少疾病发生时带来的痛苦，同时也节省了医疗费用。同时，长期积累的健康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可

以在疾病发生时找出原因，并发现患者身体指标的特殊性，有利于医生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按照

目前的医疗水平，大部分疾病在发生初期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然而，在传统医疗观念中，由于受各

种条件的制约，人们只有在身体发生明显不适的情况下才去医院检查、治疗，而此时往往病情已经比较

严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更大的经济压力。 

3.3. 重构就医体验 

智慧医疗将重构就医体验——以患者为中心。在传统医疗中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患者不能获得良好

的就医体验。首先，传统医疗中，患者与医生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知识所知甚少，而

医生往往每天有很多病人，所以医生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跟患者充分交流，讲解病因、病理，这直接导

致医患之间矛盾频发。其次，由于医疗资源地域之间分配非常不合理，基层医疗资源匮乏，医疗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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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导致所有患者全部涌向大医院，造成核心大医院就医拥挤，长时间排队不可避免。 
而互联网的典型特征便是用户思维、极致思维。为用户提供极致的体验是其根本属性。智慧医疗作

为移动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必然也具有以患者为中心的属性。智慧医疗借助新技术可以将一部分传

统医疗的线下功能转移到线上完成。如患者可以通过在线医疗企业平台获得医生的专业建议，也可以通

过线上社区搜寻关于自身所患疾病的相关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生与患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减少

医患之间的沟通矛盾。智慧医疗可以实现患者在线预约挂号、在线查看检查结果、在线查看医生诊疗结

果以及在线支付医疗费用，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极大地节省了患者的就医排队时间，且使得医院的医疗秩

序更有序，避免出现拥挤现象，提高了医疗效率，使患者的就医体验升级。 
在未来的发展中，智慧医疗会不断深化线上医疗服务与线下医疗服务的融合，同时借助远程医疗技

术打破医疗的空间局限，各医疗机构之间将会完全突破“高墙”的限制，形成线上线下以及各医院之间

的医疗联合体。患者可根据自身病情自主选择就医方式，自主选择主治医生和医疗团队，真正实现“以

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4]。 

4. 大数据下的智慧医院管理的建议 

4.1. 加强医疗数据标准化建设 

4.1.1. 对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进行管理 
当前，由于医疗数据信息的快速增长，加上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大量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给

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为此，需要医疗卫生机构从宏观上进行管控，做好顶层设计，制

定完善的规范、标准和制度。只有从源头上使零散和混乱的数据得到有效的整合，从根本上实行规范化

和标准化管理，才能使医疗大数据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4.1.2. 规范信息存储 
随着信息更迭速度的加快，医疗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医疗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在卫生事业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但其存储投资却给医疗机构带来了一定压力，加上各医疗机构在存储技术开发和管理上重

视程度不够，管理混乱，存储方式落户，数据分析效率不高等原因，严重制约了医疗数据的发展利用。

鉴于此，各医疗机构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加强资金投入，引进人才，注重技术开发，加强有效的组织

与管理，从根本上改变数据存储与管理乱象丛生的问题[5]。 

4.2. 建立科学、合理化的医疗质量考评标准 

医疗服务质量是医院通过设备设施、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技术三个方面有效整合给患者

适宜的医疗服务流程，是为实现质量目标开展的所有医疗活动。医疗工作是医院的核心工作，与医院其

他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关联，贯穿在整个医院工作中。 
医疗质量考评标准是医疗机构对未实现医疗质量目标所开展的所有活动进行考核的准绳。标准的制

定要坚持科学性、合理性原则，既有其严谨性，又有其灵活性。 

4.3. 推动医院管理更趋科学化和精细化 

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关注业绩向关注效率、效益转变；从关注总收入向关注可用资源转

变；从关注经济效益向关注收入结构转变。 
其次，要建立经营管理平台。通过经济运行分析月例会，分析经营现状、讨论与制定改进措施，认

真监督各科室的经济运行，进一步完善临床、医技各科的绩效分配，强化个性化科室考核体系，充分体

现院科两级负责制[6]。从而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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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劳动价值，提高员工职业认同感，增强组织凝聚力，促进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入人心，进而提升医院

管理水平。 
第三，要依靠信息化管理手段。对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资供应、医疗行业知识、临床信息

和临床支持系统实行有效的信息化管理，特别是要加强经济运行基础管理，从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

来顺应新的医院财务制度。不断加强预算管理、全成本核算和资产管理；完善设备和药品管理模式，让

药事服务回归本位，即临床药事服务及合理安全用药上来，加强高值耗材管理，积极组织开源增收，加

强对耗材(包括试剂)的谈判力度，在政策许可的条件下对药品价格进行谈判，让百姓得到实惠。合理挖掘

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体检、康复等服务规模，新增检验项目，加强资金管理。开发后勤服务信息化管

理系统，推进能源使用统计、考核工作，努力创建节约型医院[7]。 

5. 结语 

综上所述，医疗大数据在智慧医院的建设方面具有比较显著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未来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的方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其系统化的特点，一定要对其采取全方位的发展策略，从多角度对其进

行分析。总之，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智慧医院的建设水平，这对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了重

要的作用，为实现智慧医院的整体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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