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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的          革新

记者｜陈　冰　黄　祺

如果说撬动地球需要一个支点，要撬动临床研究，需要的

不是一个单薄的支点，而是厚重、宽广、坚实、开放的

大数据平台。

2020 年，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申康）启动第

二轮“临床创新三年行动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

载体，其中“数字化临床研究”基础建设受到了医疗界广泛的

关注。

中国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作为医疗高地，上海每年吸引全

国各地疑难疾病患者就医。海量的诊疗数据和诊疗经验如果没

有被收集和整理，就无法发挥它们在临床科研上的价值。过去

很多年，中国的医院守着诊疗信息的“宝藏”，却很少贡献出

世界级的临床科研成果。

申康引导上海市级医院进行“大数据基建”，第二轮行动

计划中将建设 15 个重大专病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全息库，以及

30 个特色专病数据库。

“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服务于临床研究和临床质量评价的真

实世界数据库，这些数据将为生物医药的研发提供临床证据和

线索。”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级医院临床研究促进发展中

心（以下简称“临促中心”）主任钱碧云在接受《新民周刊》

采访时表示。

临床研究“基建”正在铺开
     

“临床研究”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个高大上的词语，但现实中，

很多医院里临床研究信息化程度还比较低，不少临床研究停留

在手写病历、人工输入信息的阶段，未标准化的信息即便积累

了不少，也并不能高效地为临床研究服务。简单而言，很多临

床研究还停留在“半手工”状态，信息记录不规范、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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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基建”
海量医学信息变成“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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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统计不规范等问题普遍存在，海量的临床信息最后并没

有体现出价值。

上海的一些高水平医院从几年前开始建设自己的临床研究

数据平台，目的就是要建设好临床研究的“基石”。

点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信息与智能发展部的网站，几

个数据跳到眼前：互联网医院注册用户数 110 万 +，数据中台

总数据量 59.4 亿条，自研开放系统 100+，本月信息化改造需求

16，专病库数量 40+。信息与智能发展部由中山医院院长樊嘉

院士和党委书记汪昕教授担任主任，可见这个部门在医院发展

中的重要性。

中山医院信息与智能发展部规划与管理中心主任助理王治

勋向《新民周刊》介绍相关情况。王治勋是计算机专业人员，

而中心几十名专职工作人员中，很多人的专业背景都与大数据、

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等相关。

中山医院信息与智能发展部规划与管理中心建立于 2020

年，目标是落实院领导在数字化转型上的战略部署，通过数据

中台、业务中台和知识中台的建设，打通院内各类信息资源，

形成标准化、模块化的数字化工具，支撑医院高质量发展。数

据中台建设的第一步是把过去用描述性语言存档的病历数据进

行结构化的整理，这样如果临床研究需要提取某个信息，就可

以通过搜索关键信息检索到。

数据库打通后，既减轻了临床科室随访的工作负担，也能

更全面地获得患者随访信息，有研究需求的人可以申请使用这

些数据，同时减少了对患者生活的打扰。数据共享后，也给科

研带来了更多的深度研究的空间。

生物样本信息库的打通和共享是同样的道理，信息整合要

做的不仅是把原本各自独立的各个生物样本库连通，而且还要

将生物样本信息与总体的大数据库连通，医院信息平台进行统

一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