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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奖种 卫生管理奖

项目名称 大数据对卫生健康管理与服务效率提升的创新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甘肃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1.项目背景：“十三五”以来，甘肃立足省情开展了一系列卫生信息化化建设

工作，但整体统筹规划能力较低，“信息孤岛”、“信息烟囱”普遍存在，业务协同性、

数据共享性不足，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发展相对滞后，利用信息化技术推动

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卫生健康管理水平和效率迫在眉睫。

　　2.项目成果：该项目研究指导建成了省、市两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健康医疗

大数据平台。依托平台开发了健康扶贫大数据系统，建成全省统一调度、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的远程医学信息平台，建成了甘肃省电子健康卡，全省实现了“无卡就诊、

一码通用”。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快速上线新冠肺炎疫情监控平台，二级以上

医院实时监测；启用“来甘返甘人员摸排手机 APP”，累计摸排来甘返甘人员 250 万

人次；开发在线问诊平台，累计问诊 28.8 万人；建设甘肃健康出行码，累计亮码

4.5 亿人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决策支撑。

　　3.项目意义：该项目推广应用，建立和完善了甘肃健康医疗数据资源体系，推

动了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行业治理，促进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在临床、公共卫生等领域

的应用，加快了研究成果转化，建成了一批紧贴卫生健康业务需求的信息化系统，

推动了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弥补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薄弱短板，提升了卫生

健康管理水平与服务效率。

　　该项目具有重大社会效益，推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医疗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加大各类

数据共建共享，推进信息化在业务工作中的协同应用。

　　一、建成省市县三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保障“健康甘肃”推进

　　全员人口数据库、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健康扶贫、卫生资源五大数据库互联

互通，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六大业

务应用系统业务协同、数据共享，各类卫生健康业务应用系统全部接入省级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支撑各类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全省 267家公立医院、1768家乡镇卫

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5451家村卫生室接入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接入率

分别达到93%、89%、96%，为健康医疗大数据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行政辅助决策、

业务监管、便民惠民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构建“三大支撑体系”，夯实健康医疗信息化基础

　　一是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制订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甘肃省“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行动方案》等政

策文件，明确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任务目标。二是健全标准规范支撑体系，为统一

数据接口、扩展信息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三是完善基础数据支撑体系。以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为依托，实现全员人口数据库、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健康扶贫、卫生

资源五大数据库互联互通。



　　三、加快 “五大信息系统”建设，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

　　一是建成全省统一调度、互联互通、数据共享的远程医学信息平台，省、市、

县、乡四级医疗机构接入全省远程医学信息平台。二是建立慢病在线管理系统，精

准开展高危人群和现症患者的全过程管理。三是全面启用双向转诊管理系统，已覆

盖甘肃省 75%的医疗机构。四是推动创建“智慧医院”，积极探索利用 5G、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应用。五是完善医护人员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实现了网上申报、

受理、审核、决定、存档。

　　四、创建“六大服务平台”，开展信息化便民惠民服务

　　建成全省统一的健康服务平台（健康甘肃 APP）、分时段预约诊疗服务平台、

居民电子健康卡平台、电子处方共享平台、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居民健康档案开

放平台，面向公众和医疗机构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诊疗信息和健康档案查询，预约挂

号、候诊提醒、诊间支付、住院预缴查询、检验检查查询及规划免疫、生育登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医疗健康服务。

　　五、迅速研发“五大疫情监管系统”，助力复产复工

　　研发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监控平台、上线新冠肺炎自查上报平台、搭建新冠肺

炎在线咨询问诊平台、开发“来甘返甘人员摸排手机 APP”、创新推出甘肃省健康出行

码，为疫情防控科学决策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推动复工复产，为全面决战决胜疫

情防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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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路杰

排名：1

职称：高级工程师

行政职务：副主任

工作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西北人口信息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1.全面统筹研发工作；

2.提出了基于医疗大数据的数据质量改进方法、开发了一种基于医疗大数据的数据

质量改进方法及系统、提出了一种规范和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方法，并应用于大

数据对卫生健康管理与服务效率提升工作；

3.指导了健康医疗大数据成果转化及应用推广；

4.3 项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4 项软件著作权第一完成人，核心及以上期刊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6篇；

5.对本项目工作量占 85%。

姓名：姚进文

排名：2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主任

工作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西北人口信息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1.全面协调研发工作；

2.指导了健康医疗大数据成果转化应用；

3.三项发明专利第二发明人，三项软件著作权第二完成人，核心及以上期刊以第一

作者发表论文 3篇。

姓名：胡晓斌

排名：3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兰州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共同推进研发工作；参与健康医疗大数据成果转化应用；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1篇，其中高水平论文 4篇。

姓名：张强



排名：4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系主任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共同推进研发工作；参与健康医疗大数据成果转化应用；核心及

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6篇；4 项软件著作权第一完成人。

姓名：王玉霞

排名：5

职称：副主任技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研究，整理相关材料，开展系统验证，在核心期刊发表

与本课题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

姓名：姚雪

排名：6

职称：统计师

行政职务：副科长

工作单位：兰州市卫生健康委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课题研究，整理相关材料，开展推广应用。

姓名：闫宣辰

排名：7

职称：助理研究员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1.全程参与该课题，重点对健康扶贫大数据综合分析、健康扶贫

综合评价进行数据挖掘，实现了对贫困人员的精准管理、扶贫工作的精准实策、健

康扶贫政策落实的精准监测；

2.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及公安、交通等多部门数据信息，参与

开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监测系统、甘肃健康出行码，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起到了

积极作用；

3.三项发明专利参与人，三项软件著作权参与人，核心及以上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

论文7篇。

姓名：刘红亮

排名：8

职称：副研究员

行政职务：副科长

工作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对本项目的贡献：参与部分应用项目的技术咨询和应用功能及用户接口的完善，对

部分工作经验的理论提升提供参考框架，发表与本项目相关的学术论文 1篇。

主要完 单位名称：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成单位

情况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作为本课题完成单位，全面统筹课

题研发工作。

一是创造性提出了基于医疗大数据的数据质量改进方法及系统、开发了一种基于医

疗大数据的数据质量改进方法及系统、提出了一种规范和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方

法。

二是课题组设计和研发了全国首个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甘肃省全民健康信息大数据平

台，该平台采用最新的 Spark、ElasticSearch、hBase等技术，对全省健康医疗大

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实现了对健康医疗海量大数据的快速处理和高效存储，有效

解决了传统数据库技术在健康医疗大数中数据处理性能和存储存在的瓶颈，并将该

技术应用于电子健康卡、健康扶贫、远程医学信息平台、便民惠民服务、处方流转、

老年健康管理、互联网医院建设、双向转诊、新冠肺炎疫情监测防控等信息系统建

设和业务工作，极大的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是课题研究，带动出台了带动出台了《甘肃省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

展的实施方案》、《甘肃省“互联网+医疗健康”实施方案》，提出了我省健康医疗大

数据行业治理措施、形成了大数据应用细则、探索了“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实现的

路径、构建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保障体系。并在国家核心及以上期刊发表高质

量论文 24篇，完成科技发明专利申报三项（已公开），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