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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抗疫“秘籍”

据介绍，上海市疾控中心正在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发可移

动式的流调工具作为流调人员的单兵装备，比如借助 5G 技术

基础上的智能语音、可视化设备应用，实现无接触式的流调，

语音、视频接入获得结构化流调报告，以及 PC 端和移动端信

息同步接入 , 既提高流调效率，也能更大程度上保证工作人员

的安全。

传染病当然不止新冠肺炎这一种，未来再出现其他的传染

病疫情，新技术也将帮上忙。

付晨主任介绍，接下来更多的信息技术将用于疾控核心业

务，比如传染病的预警预测。平常我们生病一般都会去医院看

病，医院依靠医护人员把一些可疑的情况识别出来并触发传染

病预警。光有医院的信息其实还远远不够，其他领域的“征兆”

也能反映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如果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整合

基于医院电子病历的疾病监测数据、症候群监测、病原学监测、

虫媒监测、环境信息、地理生态、气象、社会经济学等信息，

建立传染病多源异构大数据系统。这样，个人因素带来的疏漏

和误差就能大大降低，各个部门和专业的信息也得到了汇总和

分析，传染病预警变得更加科学。

云上“大白”不是梦

“大白”原本是一部童话片里的虚拟形象，他既是主人公

的私人健康顾问，又是贴心的朋友。疫情发生后，穿着防护服

的防控人员也被大家称为“大白”。

疫情毕竟是特殊情况，人们日常生活中健康上更多的困扰

其实是慢性病，特别像上海这样老龄化程度比较深的超大型城

市，慢性病是居民主要的疾病负担。上海市成人高血压患者约

600 万，糖尿病患者约 350 万，肿瘤患者约 40 万。

慢性病患者最需要的就是身边有一个负责健康管理的“大

白”。

此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建成了社区慢病综合防治模式。

但慢病管理靠“人盯人”显然不现实，这时候就更需要信息技

术的加持。付晨主任介绍，过去上海市疾控系统已经建立了一

些信息网络，这些信息有待更好地开挖利用。接下来疾控部门

将应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慢性病监测、危险因素调查、临床诊疗、

死亡登记报告等多源异构数据，建立重点慢性病综合监测核心

数据库；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数据和智能随访语音技术，研制

慢性病患者自我管理移动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精准

化健康管理服务。

“老年人往往患有几种慢性病，一个老人他可能患有高

血压，同时还有糖尿病，还有呼吸系统的疾病。过去我们单

病种管理的模式，几个渠道的人员来找他，给患者带来一些

困扰。未来，我们要推进单病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构建以

人为核心的整合型慢病管理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帮助患者

管理他身上的几种疾病，这对于患者来说一定有很大的好

处。”付晨主任说。

另外，根据慢性病“共病”、“共同危险因素”的特点，

疾控部门将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慢性病综合风险评估与联合筛查

方法，实现高危人群自动识别、慢病风险综合评估、综合筛查、

综合干预。

云上“大白”其实并不遥远，据介绍，上海市黄浦区已经

试点应用人工智能随访管理慢性病患者，而上海市闵行区也已

经在职业卫生健康监测上用到人工智能技术。

有了云上的“大白”，不仅为患者慢病管理带来方便，产

生的大数据还可以成为城市制定健康政策时的依据。城市里如

今越来越多的健身步道、公共运动空间、膳食指导服务等等政策，

背后就有健康大数据的功劳。

公共卫生科研高地

很多人并不知道，疾控工作包含着科学研究的内容，科研

为我们打开“未来之眼”，给疾病的预防寻找新的途径和更精

确的方法。

付晨（左二）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慢性病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