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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队干部体检信息管理系统》是针对军队干部体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专门编写的一套

适合军队干部体检需要的、与军队卫生信息系统完全接轨的管理软件。该系统已于 2006 年度在

全军干部体检中推广使用，收到了很好的效益。本文对任务来源、软件编写指导思想、软件编写

所采用的关键技术以及全军推广使用后产生的效益、改进方向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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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military cadres’ physical examination work, 

Special to meet the needs of military physical examination work, Management System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of Military Cadres was a administrative software which 

fully accord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Military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The system was 

proved to be beneficial through being extended and used in military cadres’ physical 

examination work in 2006. In this paper, the task resources, software compiling guide 

thought, key techniques and the benefits we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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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于 2003 年接受总后卫生部课题：开发一套适合军队干部体检工作需要

的体检管理软件。经过几年的努力，该项课题已圆满完成，实现了军队干部体检工作全过程信息

化管理。2005 年 2 月通过总部组织的专家测试；2005 年 3 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体检中试运

行；2006 年 2 月在京举行全军培训班，在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全面推行。从 2006 年度全军师

以上干部体检过程跟踪、反馈以及体检数据上报汇总的质量来看，软件的运行为全军干部体检工

作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化平台，对提高体检质量、全面掌握军队干部健康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对规范军队体检工作做出了贡献。下面就软件研发的指导思想、关键技术及应用后取得的

效益简单汇报如下。 

 

1 软件编写的迫切性 

    

    军队干部担负着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重任，维护和促进干部健康是

增强部队凝聚力和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内容。中央军委对干部的体检工作一直十分重视，特别是师

以上干部的保健工作，每年定期组织体检。但由于没有一个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科学管理手段，从

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过去干部体检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1  与全军卫生信息化脱节  自“军卫一号”工程在全军所有医院运行以来，军队医院信息化

水平走在全国卫生系统的前列。相比之下，长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干部保健体系及干部体检工作

与军队卫生信息系统整体规划有些脱节，不能共享卫生信息宝贵资源，形成一个信息孤岛。 

1．2  不适应三军联勤的新形势  陆、海、空三军联勤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重组，不分军、兵

种，所有干部就近在体系医院体检，打乱了原有的各军、兵种只保障本系统人员的状况。由于没

有顺畅的反馈渠道，造成各军、兵种无法准确获得本系统人员的体检信息及健康情况，直接影响

系统内的保健任务完成。 

1．3  参检人员信息混乱  长期以来，承检单位对应检单位和应检人员的真实信息始终无法掌握。

比如在全军师以上干部体检中，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对自己应保障的师以上干部体检人员名单

完全依赖各单位自报，有时与实际人数相差很多，甚至出现整个单位漏检、漏报情况，导致每年

体检率统计都反映不出真实情况。 

1．4  缺乏强大的统计分析功能 体检工作不单纯是查体，更重要的是利用体检后的宝贵数据对

部队整体健康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指导今后的保健工作及疾病预防工作。每年的体检信息量非

常大，对研究和分析部队干部整体的健康状况很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量的增加，研究

价值会更大，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数据指导保健工作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2  软件编写的指导思想 

 

   经过充分的调研，我们首先建立了软件编写的指导思想。 

2．1 实现医疗数据共享，节约医疗卫生资源 在“军字一号”工程全面开通以及军队医改全面实

施的形势下，应很好地利用各医院网络中存在的数据，实现共享，使体检信息成为军队卫生信息

化整体建设的一部分。 

2．2 方便快捷录入数据，提高体检工作效率  年度健康体检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必须

优化体检过程，提高体检结果采集、录入的速度，从而提高体检工作效率，缩短体检周期，节省

人力、物力。 

2．3 完好保存体检资料，建立干部健康档案 健康监测应该是连续性的，体检资料的完整性是掌

握干部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必须自动建立、保存每个体检人员的健康档案，从动态变化中发现

疾病的发生、发展，针对不同的健康状况制定健康计划，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 

2.4 及时提供健康指导，有效预防疾病发生 以预防为主，帮助体检人员了解和掌握自身的健康

状况，并在医生指导下建立一整套适合自己的科学养生方法，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系统要能够

自动判断体检结果，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制定出健康指导，减少一些对健康影响的潜在因素。 

2．5 自动分析体检结果，提供可靠保健决策  体检结束后，数据统计、效果评价成为保健部门

最关注的问题，要将体检合格率、疾病发生率、成本费用等繁杂的数据快速分类统计出来，为保

健工作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3．软件编写的关键技术 

 

3．1 建立体检的基本数据模型 体检数据是参检人员各种数字化信息的有机集成，具有复杂性、

多样性的特点。要实现信息的采集、加工、存储、安全和服务，必须首先解决信息的规范化和结

构化问题，建立体检的基本数据模型是解决信息规范化和结构化的关键。本研究建立了体检软件

的三层树形结构。一级结构为：使用单位、承检单位、应检人员、价表、体检情况五个部分。二

级结构为：一般情况、病史情况、物理检查、化验检查、设备检查、体检诊断六个部分。三级结

构：为二级结构的功能细化。 

3．2 适应不同的运行环境 系统在设计过程中着重考虑了全军的软件应用环境复杂，信息技术力

量强弱不一的实际情况，专门研发了单机和网络两个功能、界面完全相同的版本。网络版采用

ORACLE 数据库，可作为“军卫一号”工程的子系统运行，自动采集医院信息网的体检数据；单机



版采用 ACCESS 数据库，对使用单位的软、硬件和计算机操作人员的能力没有特殊要求，适合计

算机技术条件比较弱的医疗单位及基层小单位使用。单机版通过接口设置也可以提取网络上的体

检数据。 

3．2 共享军队卫生信息资源  建立了与军队卫生资源信息共享机制。第一类为人员信息，采集

于军队医改数据库，以军队医改给定的医疗帐号作为个人唯一识别码，通过该号码与军队卫生信

息相联系，达到卫生信息资源共享。第二类为体检结果信息，可以自动采集于承检医院的《军字

一号》网络数据，如化验结果信息、设备检查结果信息等，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 

3．3 建立独特的体检信息录入编辑技术 体检结果的录入比较复杂，要使录入方便、快捷，必须

提供多种编辑方法，本项目研究出几种适合健康体检的独特编辑功能。如：健康指标默认值法、

常见异常选择法、组合式文本描述语法等，同时提供模板与数据库链接，方便医生填写。 

3．4 建立智能化在线辅助知识库 根据专家的经验，经过编辑与组织，形成以电子方式访问和解

释的医学知识集合，建立“知识库”。特点为：可以自动判断检查结果的正常与否；自动生成体

检结论；自动提示防治措施、自动提供健康指导等。 

3．5 建立专用的体检信息上报汇总技术 本研究建立了独特的信息采集汇总技术，实现分散体检、

集中提取、按系统分发的流程体系。数据汇总后，经过处理可按军、兵种人员分类返回，使各军、

兵种及时、准确了解本体系干部的体检状况。 

3．6 利用数据仓库技术建立特殊统计功能 体检工作不单纯是查体，更重要的是利用体检后的宝

贵数据对部队整体健康情况进行分析、评价，指导今后的保健工作及疾病预防工作。体统应用数

据仓库技术和知识，引进了维度和度量的概念，在汇总上报数据时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数据量级

从原来的十万级提高到千万级，使原来的二维统计报表变成了多维统计报表。目前我们将这些数

据分成 11 个事件、72 个元素，根据不同需求任意组合，一类统计报表就可实现 40-50 种的统计

报表功能。同时提供灵活、可调的报表设计和独具创新的打印功能。 

 

4．软件运行后的效益分析 

 

该软件已在全军推广使用，特别在 2006 年度师以上干部体检中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4．1 规范体检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本系统将过去所有手工完成的准备工作全部计算机化，体检

前的准备、体检过程管理、体检后数据汇总实现了体检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使体检工作高效、有

序。 

4．2 明确人员信息，提高体检率 过去人员漏检情况严重且无法掌握，系统采用军队医改人员信



息库后，可以准确地判断应检和实检人员情况，及时督促未检人员进行补检，使体检人员数量明

显高于往年。 

4．3 上报渠道畅通，汇总数据准确 根据联勤后的体系保障关系，从干休所、卫生所、门诊部、

医院、大单位保健机关、直到总后保健局，按不同级别逐级上报，数据安全、准确， 

系统在全军运行的第一年，就将信息采集由往年的 65%左右提高到了 83%。 

4．4 数据分析真实，极具指导意义 全军体检数据量大，今年仅师以上干部体检收集的数据记录

就有近两千万条。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科学分析，通过多维分析处理，从不同年龄、身份、驻

地、军兵种等多项条件组合、对照，对疾病的病种、发病率、发病原因等作了客观分析，对部队

“以预防为主”的保健决策及进一步合理利用卫生资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5．软件改进措施 

 

    通过一年的运行，使用单位提出了一些意见，针对这些意见我们制定了改进措施。 

5．1 增强智能化功能 不断增加知识库的内容，使对疾病及阳性体征自动判断能力进一步加强，。 

5．2 提高自动化程度 机关职能部门对统计的需求各不相同，每个时期的统计内容都不一样，要

根据不同单位的统计需求，自动记忆统计方法及组合条件，无须每次将统计条件重新组合。 

5．3 加强指导性意见 逐步完善个人体检档案的管理功能，提供个体健康状况预测、警示并及时

加以保健指导，提高个人保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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