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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满足不断增长的大数据量处理的新需求，本文在医院医疗数据质量监控上引入了建立

在多维数据库基础上的数据仓库技术和 OLAP 系统，大幅提升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提供旧数据

的分析、展示功能，为数据的预防性监控提供依据。本文首先详细论述了多维数据模型设计内容

与建立过程， 然后以监控漏填“出生地”数据为例，通过 OLAP 系统详细分析了产生异常数据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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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全面应用 HIS 系统后，医院内管理数据与医疗数据越来越多地实现了数字化。在医疗数

据质量监控方面，数字化的扩大及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并在数据完整性方面提供了快

速的检测和解决方法，为医院实现大数据量、实时的数据质量监控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信息

化的不断发展，数据量不断增加，进行监控时处理数据的时间越来越长，给信息的反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基于满足不断增长的大数据量处理的新需求，同是也是对现有监控方法的补充，我们

在医院医疗数据质量监控上引入了建立在多维数据库基础上的数据仓库技术，通过建立多维数据

模型，大幅提升数据的处理能力，建立与数据质量监控有关的 OLAP 系统，分析以往数据的变化

规律，进一步探究产生问题的原因，为数据的预防性监控提供依据。 

数据仓库处理数据时，数据模型的选取，直接影响到处理效率的高低。与关系型数据仓库的

星形或雪花形数据模型相比，多维数据模型在多表连接数据查询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因此我们

采用具有多维处理能力的 cache 数据库作为数据处理中心，建立多维分析模式，对数据进行检测、

分析和评价。 

一、多维数据模型的建立 

多维数据库模型在设计上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维度确定；二是维度内层次划分；三是粒度

大小的确定。 

1、确定维度。 

 确定多维数据库中维的数目和维的内容，即多维数据库结构，是多维数据库设计的关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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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设计思想是建立有限主题的多维数据库，即在同一个多维数据库内建立一定数量的主题域，

根据某一个或几个相近功能的主题的自然管理方式设计结构，从数据库中抽取有关部分数据进行

组织和汇总，以确保能以较小冗余满足多方面的分析需求。根据数据监控主要集中在病案首页和

诊断分析上的特点，建立住院病人分析主题和病种分析等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包含的维度主要

有：科室、医生、身份、费别、职业、军种、性别、出生地、合同单位、号类、诊断类别、疾病

大类、疾病中类、疾病小类等。下面以住院病人分析主题为例具体说明维度的划分情况和划分原

因。 

 住院病人分析主题是指到医院就诊的住院病人的各种信息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和分布情况，

是对医院病源情况的监控分析。它包含五个维度：科室、医生、职业、地区和时间。其中科室维

又分为入院科室和出院科室两个细类。入院科室维描述了病人进入医院住院时所登记的第一个科

室收治病人的监控变化情况，出院科室维描述了病人出院时所登记的科室收治病人的监控变化情

况，医生维描述了全院所有医生收治病人的情况，职业维和地区维分别描述了来医院就诊病人的

职业分布和地区分布的监控情况，时间维描述了医院收治病人的周期性变化情况。 

2、划分维度层次 

 多维数据库中各维经过层次划分后，基本确定了每一个维的垂直汇总路径。当数据按照这些

已经定义的汇总路径进行构造后，如果沿着其中任何一条路径自上而下地分析时，就实现了数据

的掘进分析，如果将其中某一个路径与不同方向的其它不同的几条路径作任意组合时，则是对数

据的面与块的切割的分析方法。 

          表 2 多维数据库中事实表、维度和层次结构 

主题 事实表 维度 度量 

住院病人分析 

 

病人住院

病人主索引 

科

职业字典 

合同单位字典 

入院方

入院科 室、

职业、身份、军种、

人数主记录 

室字典 

式字典 

室、出院科

费别、主治医师、性

别、出生地 

 

病种分析 诊断分类记录 

诊断记

病人主记录 身份、 别、

人数、费用 

录 

诊断类别、疾病大类、

疾病中类、疾病小类、

军种、费



疾病字典 出生地、民族 

 3、划分粒度层次 

多维数据库设计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决定粒度层次划分，粒度层次划分适当与否直接

影响到多维数据库中的数据量和所适合的查询类型。对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预综合，可以提高多

维数据库的查询效率。同时为了避免多维数据库的空间膨胀，粒度的划分是必不可少的。 

 划分粒度的方法是:首先，估算数据仓库中数据的行数和DASD(Direct Access Storage Device)

数；其次，由估算出的数据量 如何划 度的决 因素并非

是总的数据量，而是总的行数。这是因为对数据的存取通常是通过存储索引来实现的。 

 一般情况下，年数据量 时就

过一百万行时就应该考虑多重粒度的划分。从以上数据标准看，本系统采用双重或多重粒度划分

效果最好。 

 每月月初系统将医院信息系统内的增量数据加载到 每月进行一次数据追

加，年底以月为基本粒度单位进行综合汇总的数据流向。当前年度内的数据是以日为单位记录的，

做为当前详细数据层，由源业务处理系统数据库中采集和集成后直接导入；一年以上数据以月为

单位进行综合，成为以月为单位的数据层，用于纵向对比分析和预测；超过两年以上的数据按季

度进行综合，成为季度数据层；超过五年以上的数据以年为单位进行综合，成为以年为单位的数

据层。 

二、数据质量监控实现 

 在数据质量监控的呈现上，本系统采用了数值加上图形的方式进行展示，力图使所要表达的

数据既直观又准确。系统中大部分的数据都采用数值显示，有利于同一时期的排序和比较，小部

分是汇总形式的数据，用图形的方式直观的展示出增减情况。 

在数据的 OLAP 分析方面，本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既有事先已制定好的分析路线，

又可以在现有的模型上自行设计维度组合，形成新的分析路线。 

利用多维数据库技术的医院医疗数据质量监控，主要是对重要信息缺漏实现实时监控、查找

缺漏信息产生的原因，并能在大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实现相应项目的趋势分析。 

 1、实时监控重要信息的缺漏情况。我们对包含重要信息的维度按不同时间区间进行检索，

把为空的项目归为“其他”类，先检索出每月或每天的漏填数量，再通过细节展示列出为空的具

体项目。这种方法可以很快地查询出数据库中所有缺漏项目的具体记录，为数据实时监控和信息

反馈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图 1 是检索 2005 年各月漏填“出生地”数据的统计情况。图 2 列

出了漏填数据的所有具体条目信息。通过导出操作将数据导出，分类汇总后，及时反馈给相应登

和DASD数，决定 分粒度。但是，划分粒

应该进行粒度划分，增加一个综合级别；超

多维数据库中。形成

定性

在超过 100, 000 行



记部门补入漏填数据。 

 

 

   图 1 

 

图 2 

 

 2、查找缺漏信息产生的原因以及趋势分析。OLAP 分析过程是一种启发式的分析过程，一个

分析过程总是以提出问题而开始，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发用户提出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用户的分析工作不断深入。OLAP 工具通过多维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查询和报表。多维分析是

指以多维形式组织起来的数据采取切片、切块、钻取、旋转等各种分析动作，以求剖析数据，使

用户能从多个角度、多侧面地观察数据库中的数据，从而深入理解包含在数据中的信息。 



还是以“出生地”字段为例，把该字段为空的 2005 年各月数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出生地”字段缺失是随着收容量的增减而变化。

高于其他月份，为了查询产生的原因，我们运用 OLAP 工具

生地”字段为空的病人选取出来，查询这些病人入院时间的分布情况，如图

字画成曲线图，内容如图 3 所

但九月份的缺失份数明显

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把九月份“出

4 所示。 

 

图 3 

     

      图 4 

 从图 4 中发现这部分病例入院时间分布在 7、8、9 三个月份，是否因为这三个月病人入院人

数剧增带来漏填数据的增加呢。这三个月病人的总体入院情况分布，我们通过图 5 的数据分析了

解到，7、8、9 三个月份并无大的起伏。通过其它数据也未发现其它异常情况。在现有的多维数

据库里找不到数据异常增高的具体原因。后来通过讯问才知道，入院登记处 2005 年 7 月份来了

一位新同志，因为不熟悉业务，造成了不少数据的漏填，从而造成了 7、8、9 这三个月数据漏填

率的不正常升高。 



 

 

  

数据， 在数据出现错漏高峰期到来之前

建立在多维数据库技术之上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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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数据仓库和 OLAP 分析系统，我们既可以在多维数据库中快速查找和定位具有缺漏项的

还能同过各种分析手段，提前掌握各种数据的变化趋势，

提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预防性地进行医疗数据质量监控。

据仓库技术以及 OLAP 等分析技术，丰富了数据质量监控的手段，为数据质量监控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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