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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武汉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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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疗机构数据采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武汉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疗机构数据采集的内容、方法、流程和安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武汉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医疗机构数据采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 363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WS 36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WS 365 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基本数据集

WS 370 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编制规范

WS 445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WS/T 448 基于居民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WS/T 482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WS/T 483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域

指具有统一的人员主索引、基础字典，以及业务逻辑和数据一致性的数据集合。

3.2

医疗机构

指具有唯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组织机构代码的实体机构。

3.3

分院

指医疗机构开展的另一物理位置且具有独立的卫生资源但还未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组织机构

代码的实体机构。

3.4

数据表

指数据标准中，要求医疗机构数据上传所参照标准的具体表现形式，每张数据表应有明确的业务解

释，其中应包含有具体的数据表字段，字段属性及字段描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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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上传参照时间

指数据表在业务上要求数据上传的时间节点，与实际上传时间的差异用于评价上传时效性。

3.6

必填

指每张数据表中的数据表字段的上传填报要求之一，该字段要求为必填时，表示该字段有明确的业

务需求，是业务所需要的核心字段，应充分理解字段说明，上传时应不能为空，有定义值域时，应在值

域范围内。

3.7

鼓励填

指每张数据表中的数据表字段的上传填报要求之一，该字段要求为鼓励填时，表示该字段亦有业务

需求，是业务所需要的重要字段，但考虑医疗机构信息化水平和业务覆盖范围等因素，采用评价体系中

的鼓励分予以奖励。

3.8

数据元

即数据元素，是通过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等一系列属性描述的数据单元，在一定语境下，构

建一个语义正确、独立且无歧义的特定概念语义的信息单元。

3.9

数据元值域

是数据元允许值的集合。

4 数据采集原则

主要内容包括：

a) 可靠性:指数据的获取源可靠，在一定的条件下，系统对数据的获取过程包括数据源的选择、

数据审核、数据筛选、传输、数据存储，确保采集数据的可靠性。

b) 可追溯性: 指数据在采集过程中对数据采集的系统、时间等因素进行监控，确保数据采集过程

的可追溯性。时效性:根据数据的特点，设置其上传参照时间，使数据从产生到结束的流程能及时

更新，发挥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5 数据采集内容

5.1 采集数据集

医疗机构数据采集内容可分为主数据字典数据、门急诊数据、住院数据、临床诊疗综合性数据、统

计汇总类数据、业务运营数据六种类型，主要包括：

a) 主数据字典数据：各医疗机构基础性主数据字典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就诊人基本信息数据、医

疗机构基本信息数据、科室数据、医护人员数据、住院，观察，手术床位信息数据、挂号科别与专科数

据、院内收费明细项目对照字典数据、材料明细字典数据、药品明细数据、库房字典数据、院内诊断字

典数据、临床检验指标院内字典等数据表。

b) 门急诊数据：反映门急诊、医疗体检等医疗应用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基本信息数据、签

到挂号信息数据、接诊信息数据、诊断明细数据、处置单信息数据、医嘱信息数据、门急诊收费明细数

据、门诊病历信息数据、门急诊留观入/出观记录信息数据、体检报告信息等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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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住院数据：反映医疗保健、住院、出院和其他医疗服务情况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基本

信息数据、入院信息数据、住院诊断数据、住院医嘱数据、出/退院登记信息数据、住院收费明细数据、

新生儿信息数据、住院病案首页信息数据、病程记录数据、护理记录数据、转诊（院）记录等数据表。

d) 临床诊疗综合性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手术记录数据、麻醉记录数据、输血记录数据、用药信

息数据、出院小结数据、临床辅助检查报告数据、实验室检验检查数据、不良事件等数据表。

e) 统计汇总类数据：指医疗机构填报的各类周期性统计指标报表类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统计日、

月周期指标数据、就诊人失信数据、医院分担超指标数据、双评议信息等数据表。

f) 业务运营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药品库存信息数据、材料型号规格及价格信息数据、血液产品

信息数据、医疗设备信息数据等数据表。

5.2 数据基本属性

本文使用表1中所示的8个属性对医疗机构数据采集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进行描述：

表1 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描述属性

序号 描述属性1 要求2 定义及说明3

1 数据项 M 数据元其中一个信息元素，由各项字段集合形成医疗机构业务域

2 字段名称 M 信息元素的英文名

3 外部标识符 M 遵照《WS 363.2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第 2 部分:标识 对分项

信息元素进行识别不同实体的符号

4 数据类型 M 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有效值域和允许对该值域内的值的规定

5 数据长度 M 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有效值域和允许对该值域内的值长度的规

定

6 填报要求 M 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上报力度规定，主要包括必填、选填、鼓

励填

7 外键 O 信息元素与其他数据项数据元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8 说明 O 对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含义的解释

注：“M”是“Mandatory”的缩写，表示必备属性;“O”是“Optional”的缩写，表示可选属性

6 数据采集方法

6.1 医院端推送数据采集解析

采集方法如下：

a) 医疗机构根据数据采集接口标准将本机构数据解析为符合标准要求的数据集，主动推送至平台端质

控区；

b) 配合完成未通过质控数据集数据质量提升，直至数据质量达到平台端要求；

c) 数据采集方对医疗机构上传的数据集进行质控，通过质控的数据集入库至平台端。

6.2 医院端镜像库采集解析

1
描述属性：描述信息实体和信息元素的属性

2
要求：描述该属性是必备属性还是可选属性

3
定义及说明：对属性的定义和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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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方法如下：

a) 医疗机构配备前置机并搭建前置机所需软件环境；

b) 通过医疗机构推送或数据采集方抽取等方式将机构全量数据镜像库复制到前置机端；

c) 向数据采集方提供本机构业务系统的库表结构、数据字典和镜像库访问权限；

d) 数据采集方在镜像数据中解析获得符合标准要求的数据集，上传至平台端。

6.3 云端全量数据采集解析

采集方法如下：

a) 医疗机构提供本机构全量数据镜像库和访问权限，提供本机构业务系统的库表结构和数据字典；

b) 数据采集方将机构全量数据镜像库复制到云端；

c) 数据采集方在云端镜像数据中解析获得符合标准要求的数据集，入库至平台端。

7 数据采集流程

7.1 主动推送数据

7.1.1 采集流程

采集流程见图1。

图1 主动推送数据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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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信息中心标准下发

信息中心统一下发数据采集标准给各医疗机构。

7.1.3 医疗机构上传环境准备

医疗机构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准备上传的相关环境。

7.1.4 数据上传

医疗机构根据数据采集标准上传对应数据集。

7.1.5 数据质控

市平台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对医疗机构上传的数据进行校验。

7.1.6 数据汇聚

市平台将通过校验的数据和校验日志上传汇聚到市平台中心端。

7.1.7 数据评分

根据汇聚的数据和校验日志对各医院上传的数据进行评分。

7.2 自动采集

7.2.1 采集流程

采集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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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动采集数据采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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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信息中心标准下发

信息中心统一下发数据采集标准给各医疗机构。

7.2.3 医疗机构创建镜像库

医疗机构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创建相关业务系统的镜像库。

7.2.4 原始数据映射

采集方从医疗机构镜像库中将相关业务系统的数据原样映射到清洗库。

7.2.5 数据清洗转换

采集方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将医疗机构原始业务数据清洗转换为平台标准数据集。

7.2.6 数据上传

采集方将清洗转换好的数据集上传到平台质控库。

7.2.7 数据质控

市平台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对医疗机构上传的数据进行校验。

7.2.8 数据汇聚

市平台将通过校验的数据和校验日志上传汇聚到市平台中心端。

7.2.9 数据评分

根据汇聚的数据和校验日志对各医院上传的数据进行评分。

8 数据质量控制

数据质量控制是将数据资源采集的基础上通过对数据清洗、对码、转换等过程整合、优化全民健康

信息数据，保障机构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及时性、一致性和关联性，主要包括：

——数据清洗，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并与平台已有的数据进行比对，将格式不对、重复数据进

行标识。

——数据关联，将区域内不同机构提供的同一居民医疗信息进行关联合并。

——错误数据处理，按照“谁提供，谁负责”的原则，将错误数据返回给各医疗卫生机构。

——质量控制规则，为保障医疗机构上传数据的质量，建立鼓励填，选填等概念，通过动态可扩展

性，可适应一些特殊的数据质量管理需求。

——数据质量评估，数据质量评估主要包含对医疗机构上传到市平台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及时

性、一致性和关联性五个维度，能够科学、高效提升中心端的数据质量，并支持扩展、可适应一些特殊

的数据质量管理需求。对医疗机构上传数据进行综合评分，有利于医疗机构进行数据整改。

——考评模型，由于各业务线条关注的数据集不同，可建立各自的专项评分模型，同一批数据从多

种维度进行评分，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专项评分进行专项整改提升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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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采集安全

数据采集安全贯穿于数据采集整个过程中,应符合数据所属或主管部门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在整个采集过程中应依据授权使用,不被非法冒充、窃取、篡改、抵赖；

b) 应明确数据采集过程中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知悉范围和安全管控措施，并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

管理措施保证数据不被泄露；

c) 应能够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定位溯源，对数据采集过程进行安全审计及监测；

d) 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只采集满足业务所需的最少数据；

e) 遵循确保安全原则，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分级标识，并对不同类和级别的数据实施相应的安全管

理策略和保障措施。对数据采集环境、设施和技术采取必要的安全管控措施；

f) 应采用通过商用密码认证的产品，来保障采集过程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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