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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肿瘤
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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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文通过对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肿瘤管理信息系统的比较!阐述了肿瘤数据是健康档案数
据的一个子集的观点$ 根据目前国内的相关技术标准!分别对肿瘤报告登记和随访工作进行了流程
的描述!设想未来建立肿瘤管理信息系统的新的模式!同时对这种新的模式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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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是国际公认的评价肿瘤发

病&死亡资料的通用方法$国内的肿瘤管理方式是由

医疗机构的医师手工填报肿瘤卡片! 卡片每天邮寄

到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收集整理后!再报到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

肿瘤数据的采集工作$ 由于手工报卡制度的局限导

致部分病例漏报! 数据质量控制不足导致数据质量

较低$

'新医改(方案把'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

息系统(列为'八大支柱(之一)以健康档案为核心的

区域卫生信息系统建设成为卫生信息化的建设重

点$

$

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的理解

这里所说的区域是指具有独立财政支撑) 具有

完整的医疗卫生体系的行政区划地区$ 主要指行政

区划中的地区*地级市&副省级城市及直辖市的区+$

该平台是连接区域内的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业务信息

系统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平台! 是不同系统间进行信

息整合的基础和载体$ 平台以区域内健康档案信息

的采集&存储为基础!能够自动产生&分发&推送工作

任务清单! 为区域内各类卫生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服

务活动提供支撑$平台主要以服务居民为中心!兼顾

卫生管理和辅助决策的需要$

!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肿瘤管理信息
平台的比较

这两个信息平台的服务人群& 数据提供机构以

及数据使用机构高度统一!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覆盖

了肿瘤管理信息平台! 肿瘤数据只是区域卫生数据

的一个子集! 完全可以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立

肿瘤管理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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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的应用流程

肿瘤管理信息系统中肿瘤登记报告和随访是肿

瘤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环

节!同时也是肿瘤管理工作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没

打好!后期的数据统计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下面是对

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肿瘤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完

成后工作流程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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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登记报告

肿瘤患者的发现主要基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也就是各级医院的门诊医生! 在区域医疗信息系统

中调取患者的健康档案! 在健康档案中输入患者的

肿瘤登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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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登记报告!由于患者已有健康档案"其中患者的

自然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住址等信息可不用医

生填写"医生只要填写相应的肿瘤数据即可"可避免

数据的重复!如果是住院患者"医生在填写住院病案

时"在病案首页上就完成了肿瘤登记报告"数据直接

通过病案系统加载到患者的个人健康档案中! 因此

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患者" 其肿瘤登记报告都加载

到了患者的个人健康档案中" 完成了肿瘤报告的登

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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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随访

肿瘤患者的随访工作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完成" 社区医师每天通过区域卫生平台

查询本辖区的肿瘤患者"根据随访的要求"对患者进

行随访" 同时在健康档案系统中输入每次随访的内

容"直到患者死亡或离开本辖区"完成随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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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和分析

各级疾疾预防控制中心对于肿瘤数据" 可以通

过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的肿瘤管理信息平台完成数

据的统计分析$数据质量的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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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的可行性

近年来" 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卫生系统信

息化的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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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卫生部发布了%居民健康

卡技术规范&"该规范把居民健康卡定义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拥有的" 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用于身

份识别"满足健康信息存储"实现跨地区和跨机构就

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的基础载体"为区域内实现

居民健康数据的识别提供了可靠的载体! 在全国范

围内实现一卡通"肿瘤患者无论在哪里就医"只要使

用居民健康卡" 就医的数据都能够实现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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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卫生部发布了 %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建

设技术解决方案&"各医疗单位建立电子病历有了统

一的标准" 在区域范围支持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跨

机构医疗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服务" 要求建立以患

者电子病历的信息采集$存储和集中管理为基础"连

接临床信息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医院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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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卫生部发布了%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

息平台建设技术解决方案'试行(&"该方案详细规定

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各项技术标准" 为各种医疗

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和数据管理提供了依据!同年"

卫生部又发布了%肿瘤病例管理基本数据集&"该数

据集详细地描述了肿瘤数据的数据源名称$定义$格

式等信息" 为肿瘤信息平台的开发提供了统一的技

术标准!通过对以上各种标准和规范的分析"可以看

出在标准方面已经具备了建立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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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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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生部各项标准的本地化实现

虽然卫生部制定了针对肿瘤和健康档案的技术

标准"但只是一个规范"具体的实现还需要对规范进

行分析论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各规范和技术

标准互相融合" 使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

个系统互相配合完成平台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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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肿瘤信息管理平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整个平台的建立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首先要

建立物理平台"然后再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在此基础

上建立肿瘤管理平台"实现各系统数据的互联互通!

建立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肿瘤管理信息系

统是肿瘤管理的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在部分地区已

经初显成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需要不断的

发展和完善"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一种成熟的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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