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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智慧医疗在社区糖尿病一级预防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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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数据下智慧医疗在社区糖尿病一级预防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统计并
分析大数据下智慧医疗对社区糖尿病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基于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有助于加强糖尿病

的社区管理，提高社区糖尿病患者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该文基于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在糖尿病中的应

用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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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医疗体系主要以对疾病的治疗为主，
缺少对慢性病的长期管理及跟踪体系［１］。糖尿病

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其干预重点在于 １、２级预
防［２］，故应有长效的管控相结合措施，进而有效降

低相关危险因素［３］，降低糖尿病发病率、致残率和

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４］。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

医疗资源紧张［５］，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

平、人员配备以及业务能力等均存在明显不足［６］，

难以对糖尿病提供长期的服务支持［７］。鉴于以上

特点，如何有效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对现有医

疗资源的利用，形成以患者为中心的糖尿病健康管

理体系，是目前我国对糖尿病管控的关键问题［８］。

大数据主要指类型复杂、信息量巨大的数据集

合，通过现有的管理工具或传统数据处理方法难以

有效处理［９］。而智慧医疗为目前极为新鲜的一个

专业名词，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且尚无明确规律可

循［１０］。如何有效地结合大数据在智慧医疗中的应

用，目前国内外较少有文献报道，尤其是针对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管理方面，更是属于新型领域。为更好

的提高糖尿病防治的临床效果，本研究则将基于大

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在糖尿病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１　目前关于智慧医疗系统的定义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中涉及智慧医疗的部门

主要有：政府、大型三甲医院尤其是地区核心医疗机

构，另外基层医疗机构，如社区卫生院等作为最基础

构成而不可忽视［１１］。其服务主体则是接受医疗服

务的对象即患者［１２］。主要通过医疗服务过程中使

用的先进的信息化处理手段，利用互联网联合平台

操作等进行，以上各项构成了智慧医疗产业的主体

系统要素［１３］。

２　 推广智慧医疗系统的临床意义
有效地推广并应用智慧医疗，可以从根本上针

对目前我国医疗服务现状进行调整，在政府的正确

引导下，通过智慧医疗，显著提高医疗机构运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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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服务能力及整体业务水平，有效协调大型三甲医

院尤其是地区核心医疗机构与基层医疗单位之间的

协同作用［１４］，利于提高各医疗机构工作效率，提升

医疗卫生行业整体运营率与服务能力，提高患者满

意度［１５］。

３　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产业定义
智慧医疗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链，其能体现信

息化给医疗工作带来的产业融合趋势，结合计算机

数据的应用以及先进的通信技术，有效消除时空制

约性，从本质上对传统医疗进行重新定位［１６］。智慧

医疗产业有效的体现了信息化及新型工业化相互融

合的基本点，通过对医疗产业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

进行融合，提高对信息全方位有效利用率。其中各

种先进的大数据处理技术是实现的智慧医疗的基

础，政府主管部门的正确引导是实现智慧医疗的前

提，而核心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大数据则是实施智慧

医疗的关键保障［１７］。

４　大数据对智慧医疗的影响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疗，能有效提高医生临床

诊断率。其首先通过对患者临床相关数据的分析，

更为精准的对患者的体征、治疗费用、治疗手段及治

疗效果等数据进行分析，有效避免过度医疗，减少毒

副作用。同时比较各种不同治疗手段之间的价值，

为医生选择治疗方法提供更好的参考。其次能提高

临床决策效率［１８］。通过对医生使用的处方与医疗

专家库中的医学指导信息进行对比，系统自动提醒

临床医生减少错误，尤其对于减少药品不良反应、减

少抗生素应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而降低医疗

风险。有研究显示，该国儿科医院通过基于大数据

的智慧医疗临床决策支持系统，随访６０ｄ时间内有
效地降低了４０％药物治疗不良反应［１９］。最后基于

大数据的智慧医疗还能减少患者医疗费用，促使医

疗费用透明度的增加。据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

数据显示［２０］，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医疗有效的帮助患

者针对医疗费用作出更明智的决定，进而选择性价

比更高的治疗方案，通过对以往医疗费用数据的对

比，从而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治疗方案。而且对

医疗费用数据的公布后，还能对各医院改进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起到督促效果［２１］。

５　大数据对智慧医疗对患者临床救治的影响
通过对数据的搜集，更利于对患者病情的判断。

如对于糖尿病患者治疗长期治疗费用相对较高，尤

其是诊断时间上相对较长，而通过大数据进行治疗

医疗分析，对于合并多饮多食多尿但明显消瘦者，提

高重视后，进行相关血糖方面检查，从而早期诊断糖

尿病。而对于血糖变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手

指血检测［２２］。此为通过大数据下进行智慧医疗干

预糖尿病的有效验证［２３］。其次，通过对大量数据的

收集及分析，还能实现计算机网络的远程监控，提高

对糖尿病的管理效率，更有效的调节患者血糖水平，

同时早期发现相关可疑并发症，提醒临床医生及时

采取必要干预措施，减少和预防急性并发症的发生。

６　基于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在糖尿病防治中的
应用

智慧医疗对现有就医模式提出新的挑战，通过

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结合后互联网，对卫生医疗体系

中各个相关要素单位进行紧密联系，从而提高临床

作用价值，更好地整合医疗资源，尤其是稀有医疗资

源，如名医、大医院专家教授等，从而提高其工作效

率，促进生产力的彻底解放，解决各医疗机构间医疗

资源不平衡现状。通过互联网平台，对相关医疗医

院做到开放、共享从而到达共赢效果，建立一个开

放、共赢、互利的医疗互助平台［２４］。政府决策部门

则在满足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基础上引导各级医疗机

构更好的融入市场经济，从而满足糖尿病患者的医

疗卫生需求。

在糖尿病管理方面，基于大数据智慧医疗，通过

信息化技术，进行个体化的健康管理，结合互联网技

术，对线上、线下资源进行整合，从而提供连续性的

健康教育及指导服务。另外还可提高工作流与规则

引擎技术，提高糖尿病管理中医务人员个体化执行

能力，加强团队协同能力，为糖尿病患者提供面向的

整合服务。其中线上、线下整合智慧医疗，前者为糖

尿病患者提供线上自我管理服务，结合医院线下服

务，更好的糖尿病患者提供全方位信息化处理，促使

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得到连续性管理。而在这一

方面国内已经有一些较为成熟的软硬件配套的大数

据系统。

基于大数据环境下智慧医疗，能更好地提高糖

尿病防治效率，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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