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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研究现状及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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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工作是决策的依据和先导，如何准确、及时、高效地收集、整理、分析灾难及突发事件信息、伤病员基本信息、救治信息

等，已成为医院管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医院在灾难和突发事件大量伤员信息管理中面临的难点问题。本文就灾难及突

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研究现状及趋势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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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work is the basis and guide decision-mak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in-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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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地震等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日益

加重，联合国曾把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作为“国际减灾十年”[1]。
近年来全球及我国灾难及突发事件一直呈高发态势：四川汶川

大地震、H1N1 甲型流感、SARS、禽流感、火灾、成都“6.5”公交

车事故等，上述灾难及突发事件往往预先毫无征兆且伤亡巨

大，但我国对灾难及突发事件的卫勤研究仍很不足。灾难及突

发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医院需收治大量伤病员。信息工作作

为决策的依据和先导，如何准确、及时、高效地收集、整理、分析

灾难及突发事件信息、伤病员基本信息、救治信息等，基于医院

信息系统研发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已成为医院

管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医院在灾难和突发事件大量

伤员信息管理中面临的难点问题。

1 概述

1.1 医院信息管理的相关概念

1.1.1 部队卫生信息化建设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战争形态

正由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信息化战争呈现出的新特

点，对卫勤保障、卫勤指挥、医疗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必须进行部队卫生信息化建设[2]。部队卫生信息化建设是指军

队各级卫勤管理机关以及部队编配的各级医疗机构普遍应用

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依托部队卫生信

息化软件，辅助部队卫生管理、卫勤指挥、卫勤保障、医疗服务

等工作，实现卫生信息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的自动化[3]。
1.1.2 医院信息系统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 1993
年我国启动了国家信息化“金”字系列工程，八届人大四次会议

把推进信息化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卫生部根据“九五”计划以及 2010
年远景发展目标的要求，在全国卫生系统实施“金卫工程”。它

是我国医疗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国家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五”期间，总后卫生部根据全军卫

生系统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金卫工程”的系统部署，决定在军队

卫生系统内实施“金卫工程军字 1-3 号工程”[2, 3]。“军字 1 号工

程”———用于卫生单位本级业务管理的行业管理软件。具有代

表性的信息管理系统有两个：一是应用于驻军医院以上医院的

医院信息系统，二是应用于部队卫生机构的部队卫生信息管理

系统。HIS 是利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设备，为医院所属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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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病人诊疗信息和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存储、处理、提取和

数据交换的能力，并满足所有授权用户的功能需求。
1.2 灾难及突发事件的相关概念

1.2.1 灾害 灾害是指一切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物质和

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们的生命财产等造成危害的天然事件

和社会事件，如地震、火山爆发、风灾、火灾、水灾、旱灾、空难、
海难、雹灾、雪灾、泥石流、疫病等。近年来我国的重大灾害有：

1998 年 7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初，长江流域全流域性大洪水；

2008 年 1、2 月份南方雪灾；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
1.2.2 突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对突发

事件进行了定义，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

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如：成都“6.5”公交车事故。
1.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定义，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

件[4]。如：2003 年“非典”、2009 年 H1N1 流感。
为了加强灾害和突发事件救援，我国《灾害事故医疗救援

工作管理办法》、《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一

系列法律和法规确立了军队参与灾害救援的地位。我军参与重

大灾害救援将是和平时期的一项重要而经常的工作。卫勤保障

和医疗救援是军队地震救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工具

2.1 数据库

数据库是依照某种数据模型组织起来并存放二级存储器

中的数据集合。这种数据集合具有如下特点：尽可能不重复，以

最优方式为某个特定组织的多种应用服务，其数据结构独立于

使用它的应用程序，对数据的增、删、改和检索由统一软件进行

管理和控制。常用的数据库系统有：IBM 的 DB2、Oracle、In-
formix、Sybase、SQL Server、PostgreSQL、mySQL、Access、Fox-
Pro 等。医院信息系统常采用 Oracle 数据库[5]。

Oracle 数据库具有如下优点：①Oracle7.X 以上版本采用

共享 SQL 和多线索服务器体系结构，减少了数据库资源占用，

使之在低档软硬件平台上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支持更多的用

户，而在高档平台上可以支持成百上千个用户；②采用基于角

色(ROLE)分工的安全保密管理，保证了数据库管理功能、完整

性检查、安全性、一致性方面都有良好的表现；③支持大量多媒

体数据，如二进制图形、声音、动画以及多维数据结构等；④提

供了与第三代高级语言的接口软件 PRO* 系列，能在 C, C++
等主语言中嵌入 SQL 语句及过程化(PL/SQL)语句，对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操纵；加上它有许多优秀的前台开发工具如

POWER BUILD、SQL*FORMS、VISIA BASIC 等，可以快速开

发生成基于客户端 PC 平台的应用程序，并具有良好的移植

性；⑤Oracle11g 中，XML DB 的性能又获得很大提高，XML
DB 是 Oracle 数据库的一个组件，客户可以以本机方式存储和

操作 XML 数据。
2.2 数据库开发工具

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结合某业务部门工作开发相应的子系

统，需要采用数据库开发工具，常用的开发工具有：POWER
BUILD、SQL*FORMS、VISIA BASIC 等[5]。目前，Oracle 数据库

开发常采用 POWER BUILD 软件。PowerBuilder 是著名的数据

库应用开发工具生产厂商 PowerSoft 公司推出的产品（Power-
Soft 现已被数据库厂商 Sybase 所收购），它完全按照客户机 /
服务器体系结构研制设计。由于 PowerBuilder 采用了面向对象

和可视化技术，提供可视化的应用开发环境，软件开发者可利

用 PowerBuilder，方便快捷地开发出利用后台服务器中的数据

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库应用程序。现在 Sybase 公司已经

推出了 PowerBuilder 10.0。

3 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研究现状及趋

势
灾难及突发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医院需收治大量伤病

员。信息工作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先导，如何准确、及时、高效地

收集、整理、分析灾难及突发事件信息、伤病员基本信息、救治

信息等，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研发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

子系统，已成为医院管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问题，也是医院在

灾难和突发事件大量伤员信息管理中面临的难点问题。
以参与四川汶川大地震卫勤救援的某大型综合医院为例：

该院地震发生后短时间内就收治住院地震伤病员 1000 余人。
经调查研究分析后发现，该院救治大批量伤病员过程中，存在

不少医疗信息管理的问题[6, 7]：①传统的手工管理模式下卫勤

管理人员得到的信息资料时效性差、准确性低，对卫勤决策的

作用小；②现有的医疗信息系统“军卫 1 号”无伤情伤势评分

及危重伤病员的预警功能，不利于对危重伤病员优先、有效、合
理地配置医疗资源提高抢救成功率；③无特殊感染及传染性

疾病的在线监测功能，不利于这些严重危及伤员生命的疾病在

医院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
该院虽然在国内较早采用医院医疗信息网络管理系统 --

“军卫 1 号”，但尚未进行针对大型灾难及突发事件的信息管理

功能的开发，仅能从“军卫 1 号”提取部分相关的决策所需信

息，受伤地点、伤部、伤情、伤势、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等特殊细菌

感染及传染性疾病、心理干预或心理治疗、截肢截瘫致残情况

等灾难相关的信息如还需要人工到临床科室进行逐一采集。这

种原始的信息管理方式，不仅干扰临床科室日常诊疗工作，而

且工作量巨大，费时、费力并且还不可避免人为误差，无法保证

医疗信息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而影响医疗救治的质量和效果。
存在重复多次采集同一信息的问题，信息采集效率低的问题。
孙志刚等分析汇总了灾难医疗数据资料管理中的主要问题[1]。
目前国内外尚无文献报道进行大型突发事件及灾难住院信息

管理系统开发应用。
目前，国内大型综合性医院均建立了 HIS。随着 HIS 应用

的深入，各级管理者到业务部门的操作使用人员，对系统功能

都提出了不同需求，专业细分化程度的加深，应用软件的小型

化、个性化、专业化的开发方向将日益突显[8]。国内许多医疗机

构立足于实际应用需要，设计扩展应用程序，已经开发医生工

作量的统计、出院结账查询软件、医院感染管理、网上挂号、与
PACS 及 HIS 集成、与医保系统的对接等[9-13]。针对住院患者信

息管理方面的子系统，已开发的有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医院感

染病例的管理、住院患者医疗信息查询、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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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分析、抗菌药物临床应用调查与评价。
宫庆月等开发建立医院感染管理软件，对住院患者医院感

染相关资料进行监测、查询、分析和统计，制作图表[10]。刘幼英

等基于“军卫一号”医院信息系统开发了医院感染信息管理系

统，时相了对医院患者感染资料进行监测、分析、统计、查询[11]。
陈敏亚等基于医院信息系统开发了医院体检信息系统，对受

检人员信息进行系统化管理[12]。王立峰等总结了基于“军卫 1
号”工程的扩展应用程序设计的一些问题[13]。

另外，灾害和突发事件医疗救援对伤员快速、客观地评估

损伤严重程度（伤势），对创伤预防、伤员分类、院前急救、决策

分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上多采用创伤评分进行量化

的客观区别，国外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就开展了

创伤分类系统即创伤评分研究工作。发达国家的医院管理工作

已将其纳入计算机系统。国内创伤评分起步较晚，仅在 90 年代

初才开展创伤评分研究工作[14]。我国随着数字化医院建设的迅

速进展，为创伤评分以及创伤登记和创伤资料数据库的建设提

供了很好的机遇。国内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研制开发了“创伤

评分软件”。周继红等开发了单机版创伤评分软件及创伤病例

数据库[15]。但针对住院伤病员的伤情评分及预警功能的医院信

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尚无相关报道。

4 小结

综上所述，在通过灾难和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需求分析

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已有的住院伤病员统计报表，采用 IT 技

术，基于 Oracle8.17 数据库采用 Power Builder 9.0，规范伤病员

基本信息统计、急救分类、救灾决策、地震医学资料管理、传染

病疫情监测及预警、各类统计报表，开发基于医院信息系统地

灾难及突发事件住院信息管理系统，为大型综合性医院未来应

对灾难和突发事件，为住院信息管理提供软件支持，对于提高

医疗信息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为科学决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提

供重要依据和技术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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