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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床数据中心的指标体系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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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适合医院精细化管理的指标体系建设方法及相关应用。方法 通过梳理、分析数据

指标建设的现状和国家要求，采用大数据技术、系统方法、PDCA 质量管理方法，在临床数据中心的基础上

构建指标体系建设。结果 实现数据的联通、共享和协同，创建指标体系建设与管理的模式，搭建运营分析

平台和移动端平台，实现指标的多维度可视化展示，为医院管理者提供及时、准确、有用的决策支持数据。

结论 建立指标体系，挖掘数据价值，有助于提升医院数据利用能力、提高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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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dicator system based on clinical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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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hospitals. Methods: By sorting out current situation and 
national requirements of indicator construction,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system approach and PDCA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 build an indicator system based on the clinical data center. Results: Realize data connectivity,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create a model for indicator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build an operation 
analysis platform and a mobile platform, achieve multi-dimensional visual display of indicators, and provide 
hospital managers with timely, accurate and useful decision support data.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mining of data value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sing data and the level of refined 
management of hospitals. 

【Keywords】hospital operation; indicator system; big data; operation analysis platform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指引，医疗信息化高

速发展，产生的医疗数据成指数级增长。数据中隐

含的大量信息，可以反应服务质量和医疗水平，因

此，医疗数据的管理和利用成为医院关注的重点。

但是由于医院业务系统异构以及数据孤岛的现象
[1]，多系统、多维度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成为一大难

点，不仅难以满足医院运营管理的需求，而且难以

满足上级机构对医院数据统计上报的要求。 
医院精细化管理对数据有很高的要求，目前国

内外有部分医院通过建立数据中心的方式，实现跨

业务、跨部门、跨机构[2]的数据资源整合，为医院

运营管理提供辅助决策支持[3]。美国梅奥医学中心[4]

建立了科学的数据采集和管理体系，聚合不同来源

的数据，建立标准化知识库，为梅奥提供在临床、

经营和财务领域的实时信息及见解，以支持梅奥的

战略决策。某医院[5]基于 Hadoop 大数据技术构建运

营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医院运营数据的展现。虽然

一些医院具备基础的数据资源整合和应用能力，但

是仅满足医院数据统计及查询的要求，对运营数据

利用度不高[6]。不少医院数据中心存在数据质量不

稳定、未形成医院指标体系和缺少动态交互等问题，

对于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也有待加强[7]。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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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21]18 号）中对于医院精细化管理和数据高质量

上报的要求[8]，遵守卫生健康统计调查制度，医院

需要建立指标体系，加强数据治理，推进信息系统

整合和数据资源共享。 
2 指标体系建设难点 
2.1 指标数量多 
医院为了客观反映其核心竞争力，不仅需要对

标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四川省三医监管指

标[9]，还需要建立适合医院发展的指标体系。尤其

是在疫情防控阶段，远程问诊和互联网医院发展迅

速，相关指标也需纳入统计范围。预计指标总量超

过 2000 个。指标数量多且动态变化，如果不进行管

理就无法清晰的追溯指标的变化并通过指标分析医

院运营状况。 
2.2 数据来源复杂 
指标数据通常来源于不同业务系统，业务系统

的异构会造成数据烟囱问题[10]，导致数据的获取存

在困难。指标往往由不同部门负责，不一致的指标

口径会导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不进行统一归口会

导致指标一致性程度低，出现难以复用的问题。 
2.3 信息化支撑不足 
目前大多数医院[7]采用的统计方式为 HIS 导出

数据，然后进行手工汇总、审核、提交，整个过程

线下进行，信息化支撑不足，不仅工作效率低，而

且无法深入挖掘数据价值。 
为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亟需建立医院指标体系

和指标管理模式，实现数据统一来源，采集统一口径，

指标统一管理。随着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发展和大数据

技术的逐渐成熟，加强信息技术对数据指标建设的支

撑，实现精细化运营管理成为必然趋势[11]。 
3 方法及过程 
3.1 总体框架 
围绕医疗业务，将临床、护理、医技、药品等

系统，通过对源数据的抽取（ extract）、转换

（transform）、加载（load）实现统一集成，建立数

据中心；通过联机分析处理技术（On-Line Analysis 
Processing）实现数据封装，生成数据立方体；采用

B/S 架构，采用微服务技术为数据开放共享架构，

为各类数据应用提供统一的服务；以 PC 端和移动

端为展示端，通过数据可视化方式，提升院领导、

科主任等管理人员的使用便捷性、实时性；通过用

户角色管理和指标权限管理，保障指标的使用安全。

通过数据预警配置，实现异常数据的实时反馈，提

高医院的医疗质控和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中心指标体系架构 

3.2 基于系统方法(Systematic Approach)的指标

库建设 
采用知识管理学中的系统方法[12]，借鉴并整合

行业指标规范，结合专科特色，按照医疗服务、医

疗质量安全、医疗效率、用药管理、输血管理、医

院收入情况、财务管理、医疗负担、医疗保障、医

疗资源[13]十大主题维度建立指标库。指标库包括以

下内容：指标名称及定义，编码，类型，数据来源，

所属上报，口径和脚本，变更信息，负责科室，指

标权限，指标录入人及指标审核人等。建立指标库

有助于规范数据采集，确保数据同源，不同源则必

须同标准，保障数据统计一致性；有助于指标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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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包括指标变更、授权、审核，指标信息快

速检索等，确保指标的准确性。在指标数据发生异

常时，帮助数据分析师准确定位数据来源，快速追

溯排查，提高运维效率。 
3.3 指标建设 PDCA(Plan Do Check Act)闭环 
指标体系建设采用螺旋模型[14]，螺旋模型是一

种演化软件开发过程模型，它具有迭代、严格监控

和风险分析的特征，可以减小开发过程中的损失。

为了保证指标建设的高效性和准确性，在螺旋模型

的基础上，采用 PDCA[15]闭环管理，如图 2 所示。

PDCA 包括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 4 部分构成。 
计划(Plan)是指标计划过程。主要由管理部门提

出需求，数据分析师从技术和业务等角度评估指标

开发的可行性,需要确定指标名称、指标相关干系

人、估算所需资源、估算建设持续时间，制定进度

计划。 
执行(Do)是统一指标口径过程。在指标建设过

程中，口径梳理和管理非常重要，如果开发完成后

发现口径错误，会导致返工，耗时低效。口径的核

对很难一次完成，需要与相关部门反复沟通。 
检查（Check）是确定数据源过程。需要确定数

据源是否可提取以及数据是否准确。在该阶段，可

能会发现各系统中数据源不准确和缺乏可解释性的

现象，需要及时进行数据治理。 
处理（Act）是指标开发的过程。包括数据提取，

指标展示、数据溯源以及更新指标库。开发过程中

需将进展及时告知相关干系人，确保与干系人需求

统一。在完成开发后，指标通过可视化图表进行展

示，指标负责人如果对数据产生质疑，数据分析师

会进行数据溯源，反馈相关部门，并再次讨论解决

方案、实施方案，再进行评估效果。 
3.4 指标安全管理 
在指标体系建设中，指标的权限管理是指标安

全管理的重要保障之一。指标权限包括录入权限、

关联权限、审核权限、使用权限、修改权限及变更

权限等。用户角色包括院长、财务部主任、运营部

主任、医务部主任、药剂科主任、医保办主任、临

床科主任等。指标权限主要由系统管理员维护，经

过院领导审批后按照指标类型和用户角色授予不同

权限。如运管部具有运营指标的审核、使用、变更

权限，医务部具有医疗质量指标的关联、审核、使

用、变更权限；如临床科主任只能看到本科室的指

标数据，无法看到其他科室的指标数据。 

 
图 2 指标建设形成 PDCA 闭环 

4 应用 
4.1 运营分析平台 
运营分析平台部署于医院内网，通过统一登陆

平台实现单点登录。站在不同类型用户的角度，遵

循指标安全管理要求，提供主题首页多维度指标以

及指标的多层级下钻，支持部分指标的实时数据查

询。运营分析平台支持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

数据的自动抓取和数据分析，针对无法抓取的指标

数据提供手动填报功能。指标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示，

包括折线图、柱状图、雷达图、气泡图等，指标数

据清晰直观，有助于及时发现管理中的潜在问题。 
运营分析平台有效辅助管理者对医院运营状态

进行实时监控和精细化质量管理，为医院运营管理

和临床医疗提供及时、准确、科学的决策依据。自

2022 年上线至今，指标查询量超过一万次，如图 3
所示。 

4.2 移动运营平台 
将运营分析平台集成到企业微信工作台中，搭

建移动指标展示的移动运营平台，有助于医院管理

者利用碎片化时间，快速掌握医院运营状况。通过

移动端可以实时查看各指标数据及其同比、环比数

据。移动运营平台对超出阈值的指标采用不同颜色

进行标注，通过企业微信将异常指标信息实时推送

给指标相关负责人。为管理者随时随地、快速决策

提供保障,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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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运营分析平台 

 

 
图 4 移动运营平台 

5 结语 
通过整合医疗、运营、人事、财务等业务数据

以及各类上报考核指标，建立了医院统一的指标体

系，提高了医院数据信息综合利用能力。通过对指

标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指标统计来源及口径一致

性，保证了数据的统一性。通过建立运营分析平台，

支撑数据上报工作，提高医院运营管理效率，助力

医院精细化管理。运营分析平台支持指标通过动态

报表、图表等多种方式直观展示，逐渐成为各部门

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和管理的有力工具。 
虽然目前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依然面临很多重

要挑战。需要加强数据治理；加强各信息系统的规

范化开发，避免不同系统数据格式混乱，无法关联。

需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增加数据动态预警机制，

建立数据指标分析模型和运营监控管理模式，进一

步挖掘数据的深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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