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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学的学科范畴与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
———兼述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周晓英　 裴俊良

摘　 要　 信息学正在与健康科学产生更多的关联,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健康信息学。 2021 年 10 月,

“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对健康信息学的概念定义、内容框架、社会需求、与

相关学科的关系、新冠疫情防控与健康信息学、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等主要议题展开讨论。 本文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健康

信息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与会专家的讨论,阐述中国健康信息学在起步阶段需要厘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健康信

息学是什么,由哪些内容构成,发展过程如何,中国的健康信息学要如何发展。 研究发现:①与大健康时代的健康概念相

对应,健康信息学是一个大的学科群,它囊括了将信息学应用于健康、生物、医学领域而产生的一系列新兴学科,可以称

之为大健康信息学或者生物医学健康信息学(BMHI);②大健康信息学与多个学科有关联,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包括众多

的子学科,这些子学科秉承信息学共有的理论概念、方法技巧、技术手段,它们互有区别但又相互关联;③健康信息学研

究从传统的聚焦解决临床医学中的信息问题,拓展到关注公共卫生中的信息问题,再拓展到关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健康

信息问题;④在大健康时代,在健康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期,应通过不断学习、创新和提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健

康信息学,推动大健康信息学发展成为教育部交叉学科类别中的一级学科。 图 2。 表 2。 参考文献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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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lated
 

to
 

health
 

scienc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health
 

information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cs.
 

As
 

a
 

new
 

discipline health
 

informatics
 

is
 

growing.
 

In
 

October
 

2021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formatics 
 

was
 

held
 

in
 

Beij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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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d
 

the
 

concept
 

definition content
 

framework
 

and
 

social
 

needs
 

of
 

health
 

informatic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informat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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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ound
 

the
 

basic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China including 
 

What
 

is
 

health
 

informatics 
 

What
 

does
 

it
 

consist
 

of 
 

What
 

i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ealth
 

informatics 
 

How
 

does
 

health
 

informatic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existing
 

definitions
 

of
 

health informatics
 

and
 

health
 

informatics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concepts
 

of
 

health
 

informatics and
 

puts
 

forward
 

the
 

ways
 

to
 

define
 

the
 

concept
 

and
 

category
 

of
 

health
 

informatics.
 

Second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informatics
 

 HI 
 

and
 

medical
 

informatics
 

 MI  sorts
 

out
 

the
 

discipline
 

composi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based
 

on
 

the
 

view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such
 

as
 

EU ∗ US
 

eHealth
 

Work
 

Project  
 

and
 

experts
 

 such
 

as
 

professor
 

Shortliffe   and
 

analyzes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of
 

health
 

informatics
 

from
 

two
 

aspects 
 

the
 

disciplin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association
 

and
 

the
 

teaching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he
 

discussion
 

contents
 

of
 

the
 

semina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China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China.
The

 

cor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cept
 

of
 

health
 

in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age health
 

informatics
 

is
 

a
 

large
 

discipline
 

group which
 

includes
 

a
 

series
 

of
 

discipline
 

groups
 

generat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cs
 

in
 

the
 

fields
 

of
 

health biology
 

and
 

medicine.
 

This
 

health
 

informatics
 

can
 

be
 

called
 

comprehensive
 

health
 

informatics
 

or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
 

 BMHI .
 

2 
 

BMHI
 

includes
 

many
 

sub-disciplines which
 

adhere
 

to
 

the
 

common
 

theoretical
 

concepts methods skills
 

and
 

technical
 

means
 

of
 

informatics.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The
 

discipline
 

composition
 

of
 

BMHI
 

can
 

be
 

analyzed
 

from
 

two
 

directions 
 

centered
 

on
 

human
 

as
 

a
 

biological
 

component
 

and
 

centered
 

on
 

human
 

as
 

a
 

social
 

component.
 

BMHI
 

is
 

a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which
 

is
 

related
 

to
 

many
 

disciplines.
 

3  
 

The
 

research
 

of
 

health
 

informatics
 

has
 

expanded
 

from
 

focusing
 

on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problems
 

in
 

clinical
 

medicine
 

to
 

the
 

information
 

problems
 

in
 

public
 

health and
 

then
 

to
 

the
 

information
 

problems
 

of
 

maintaining
 

health
 

in
 

daily
 

life.
 

4  
 

In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age
 

and
 

the
 

opportunity
 

period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hina we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health
 

informa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China
 

should
 

be
 

learning-innovation-improvement.
 

2
 

figs.
 

2
 

t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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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指

出 2016—2030 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战略机遇期”。 大健康时代,信息获取和利用在

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凸显,信息学也与健康科

学产生更多的关联,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

交叉学科———健康信息学,健康信息问题也日

益为信息学界所关注,成为信息学领域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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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由于信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有独特作

用,健康信息学应该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方

面不断创新和提高,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

国民健康水平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2021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

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

制交叉学科重大创新平台、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学会健康信息学专委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健康

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以下简

称“研讨会” ) ,中国人民大学周晓英教授作为

会议召集人。 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图书情报档

案领域的精英,四位高校现任或前任副校长、
四位教育部长江学者,以及来自图书情报学、
医学情报学、军事医学信息、公共卫生、运动健

康、医学数据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

齐聚一堂,围绕健康信息学概念定义、内容框

架、社会需求、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新冠疫情防

控与健康信息学、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等议题

展开讨论。
本文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健康信息学理论和

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研讨会上的专家讨论,阐述

中国健康信息学在起步阶段需要厘清的基本问

题:健康信息学是什么,由哪些内容构成,发展

过程如何,中国的健康信息学该如何发展。

1　 健康信息学的含义

关于健康信息学的含义和学科范畴,国际

上尚未形成共识。 本文在梳理分析众多有关健

康信息学的阐述之后,认为健康信息学是将信

息学应用于医疗健康科研和医疗健康服务而产

生的一门交叉学科。 健康服务涉及很多群体,
只要运用信息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健康科学研究

和健康社会服务中的问题,都可视作健康信息

学的研究内容。 由于目前对健康服务的范围界

定不清晰,该定义在理解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本文在梳理现有相关定义的基础上,分析造成

概念不一致的深层原因,界定健康信息学的概

念和范畴。

1. 1　 健康的定义和信息学的定义

要确定健康信息学的含义,首先可以从健

康和信息学这两个概念入手进行分析。 人类对

于健康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化和

发展的,早期的健康概念将健康作为疾病的反

面,即身体没病就是健康,如《辞海》中健康的定

义是:“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功能正常、体
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劳动效能的状态。
通常用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来

衡量。” [1] 1946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在成立

宪章中将健康的定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健

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

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 [2]

因此,人的健康除了身体的生理指标表现之外,
在心理表现和社会适应方面也要表现良好,这
种健康观念是一种大健康观念。 随着时代进步

以及社会需求和疾病谱的改变,社会开始逐步

接纳“大健康”的理念,医学界也开始从单因单

病种的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多因多病种的“生

物—心理—社会” 大健康模式转变。 大健康研

究的不仅仅是病因和治疗,还包括如何消除影

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它围绕人的衣食住行和生

老病死,从全局的观念看待健康,关注“预防—
保健—诊断—治疗—康复—管理” 的全流程。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即体现了“大健

康”理念,确定了国家的大健康发展思路。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信息学( informatics)

一词在 1957 年最先被使用,是合并和连接 infor-
mation 和 automatic 两个词而成,用于描述自动

化信息处理问题[3] 。 近年来,信息学一词被定

义为“与收集、处理、存储、检索和分类记录信息

有关的科学” [4] 。 获得欧盟地平线 2020 研究和

创新计划支持的欧美电子健康工作项目组开发

的“健康信息学基础”课程认为,信息学是人—
信息—科学 / 方法 / 技术的联合体[5] 。

1. 2　 健康信息学的定义

信息学理论和实践应用于健康领域,产生

了健康信息学,但由于对健康的理解不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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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康信息学的概念和范围的理解也存在很大

差异。 总体看来,目前学界对健康信息学内涵

和范畴的认识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广义的健康信息学,可以称之为

“大健康信息学”。
广义的健康信息学可以看作是信息学应用

于健康领域所形成的一个学科群,代表性的定

义有: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信息学是

一个“概括性的术语” (an
 

umbrella
 

term),“一个

使用计算、网络、通信方法和技术,支持医疗、护
理、制药和牙科等健康相关领域快速发展的学

科” [6] 。 美国医学信息学会给出的定义简单且

明确:健康信息学是关于如何使用数据、信息

和知识来改善人类健康和提供医疗健康护理

服务的科学[7] 。 美国健康信息学与信息管理

教育认证委员会( CAHIIM) 提出,无论涉及哪

个群体,信息学在用于医疗保健服务时,本质

上都是健康信息学[8] 。 欧美电子健康工作项目

组与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均认为,健康信息学

是在公共健康和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管理和

规划中,以技术创新和应用为基础,对于信息的

收集、开发、采纳和应用的跨学科研究;健康信

息学是医疗保健领域信息学研究贯穿始终的主

题,该学科研究在医疗健康领域如何利用资源、
设备和方法来优化信息的获取、存储、检索和

利用[5,9] 。
俄勒冈州健康与科学大学医学信息学和临

床流行病学系教授 William
 

Hersh 认为[10] :信息

学是专注特定环境或领域中信息的获取、存储

和使用的学科;当信息学应用于健康研究和健

康服务领域时,使用术语“生物医学和健康信息

学” (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cs,BMHI),
通常是指借助于信息技术的使用来改善个人健

康、医疗保健、公共健康的生物医学研究。 Hersh
的观点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将信息学应

用于健康领域可能产生的生物信息学、医学信

息学和健康信息学统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

健康信息学科,称之为生物医学和健康信息学

(BMHI);二是这个大学科 BMHI 包括了生物医

学信息学、医疗保健信息学、公共健康信息学、
用户健康信息学四大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Hersh 的定义显然是一个大健康信息学的概念,
其特点是确定了健康与信息学结合所形成的一

个学科群,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该学科群研究的

主要内容和目标,框定了该学科群的定义和范

围。 但该定义确定的“生物医学和健康信息学”
(BMHI)范围较大,在实际的使用中,生物信息

学、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单独使用或者两

两结合使用如称“生物医学信息学”要比 BMHI
更多,有些用法并非作为 BMHI 这个大学科的分

支学科而使用的,而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医

学信息学”又等同于 BMHI。 上述对 Hersh 定义

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学界对健康信息学内涵

和范畴认识存在的分歧和差异。
可见,广义的健康信息学是一个总括性的

术语,是一个学科群的总称,其概念范畴基本等

同于 Hersh 定义中的 BMHI,我们也可以称其为

“大健康信息学”。
第二种是狭义的健康信息学,一般是将健

康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并列看待。
狭义的健康信息学采用了相对狭义的健康

概念,对生物信息学、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学

划分了大致的界限: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是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分析

和解释等各方面的学科,是随着生命科学和计

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二者相结合形成的一门

新学科[11] ;医学信息学( Medical
 

Informatics) 是

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的交叉

学科,主要研究医疗数据和医学信息、知识的检

索、存储、管理及有效利用;健康信息学是与生

物信息学、医学信息学相并列的学科,侧重非实

验室环境和非临床环境的健康,研究利用信息

和信息技术来促进健康、维护健康和解决人的

健康问题。 典型的如美国西北大学的定义认

为,健康和生物医学信息学( Health
 

and
 

Biomed-
ical

 

Informatics,HBMI)包括两大子类,一个是健

康信息学,一个是生物医学信息学,子类下还有

很多下级子类,它们互有区别,也互相关联[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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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更为狭义的健康信息学,将健康

信息学视作医学信息学的分支。
这种类型的定义将健康信息纳入医学信息之

中,采用大医学和小健康的理念,典型定义如:“除
了临床和公共卫生信息学之外,生物医学信息学还

经常被认为包含健康信息学。”[13] 采用小健康概念

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健康信息学最早是从医学

信息学领域孕育而生、从医学信息学中分化出来

的,在发达国家,医学信息学有庞大的研究群体和

众多的学会(协会),目前这些学会(协会)往往都

有健康信息学的分支,其学术活动中含有健康信息

模块的内容;二是医学信息学的内容在不断扩展,
广义的医学信息学包括了生物信息学和健康信息

学,有些概念几乎等同于 BMHI 这个大健康信息

学,比如密西根理工大学的定义:“医学信息学是信

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的交叉学科,

该领域涉及优化健康和生物医学信息的获取、存
储、检索和使用所需的资源、设备和方法。”[14] 该定

义与“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的“医学信息学”概
念基本一致,因此有学者将健康信息学纳入到大医

学信息学的范畴中。

2　 健康信息学的学科范畴

2. 1　 健康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的关系

传统的医学信息学是研究生物信息、医疗

数据和医学知识的检索、存储、管理及有效利用

的科学[15] 。 对照前文对健康信息学的定义,本
文梳理了学界对健康信息学( HI)和医学信息学

(MI)两者之间关系的几种典型认识,即 HI 包含

MI、MI 包含 HI、HI 等同于 MI、HI 与 MI 相互独

立但有重叠,如表 1 所示。

表 1　 健康信息学(HI)和医学信息学(MI)的关系

关系 代表性描述 来源

HI 包含 MI
医学信息学是健康信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直接影响着医患

关系。 它侧重于信息技术,能够使用技术工具有效收集数据,旨
在发展医学知识并促进患者医疗保健的供给。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UIC) [16]

MI 包含 HI
医学信息学是一个专注于将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应用于医学

研究和临床信息技术支持,以及高级成像、数据库和决策系统开

发的领域,包括特定研究和实践问题的信息学,如健康信息学。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NCES) [17]

HI 等同于 MI
医学信息学是指通过将计算机应用于医疗保健和医学的各个方

面来分析和传播医学数据的信息科学领域。 健康信息学是医学

信息学查询的入口词之一。

美 国 国 家 医 学 图 书 馆

(NLM) [18]

HI 与 MI 相互

独立但有重叠

健康信息学、医学信息学和健康信息管理可以被认为是三个独

立但相关的领域,同时它们之间互有重叠。 Bath[19]

　 　 目前,国际上健康信息学还处于发展期,对
其内涵和范畴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 国际学会

(协会)和高等教育机构采用健康信息学或医学

信息学的名称也多种多样,有时即使名称相同,
活动内容和教学内容也有所侧重,比如医学院

的健康信息学教育与 LIS 学院的健康信息学教

育的侧重点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健康信息学

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健康信息学的

交叉学科和跨学科性质,可以从多个学科和不

同的角度加以研究。
通过梳理健康信息学的发展历史及相关研究,

本文对健康信息学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分析如下。
(1)大健康时代,采用大健康信息学的概念

较为合理。
健康信息学孕育于医学信息学,最早可以看

作是在医学信息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20] 。 我国

学者通过分析国际医学信息学会(IMIA)年鉴数

据发现,2000—2018 年医学信息学分化出生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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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学和健康信息学两大分支,从 2010 年开始健康

信息学逐渐发展成为主流[21] 。 随着人类对健康

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健康信息学应用的范围不

断扩大,形成了一个涵盖医学信息学、生物信息

学的大健康信息学。 如果采纳前文中提及的世

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概念,结合健康中国战略提出

的健康理念,未来采用大健康的概念更为合理。
大健康概念下的健康信息学是一个学科群,包括

了医学信息学以及与医疗健康相关的其他学科,可
以用生物医学和健康信息学(BMHI)或者“大健康

信息学”来称呼。 作为一个大的交叉学科,它包括

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拥有众多的子学科,所有通

过数据、信息和知识来促进健康和维护健康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都可以归属到该学科门下。
(2)在大健康信息学被广为接纳之前,也可

以使用广义健康信息学和狭义健康信息学概

念,以方便区分。
由于目前对健康信息学范围的理解差异较

大,在大健康信息学发展成熟并被广为接受和

采纳之前,可以将健康信息学分为广义和狭义

两种,以方便区分。 广义的健康信息学就是大

健康信息学,是将信息学应用于广泛的健康领

域所形成的一个学科群,解决医疗健康、公共

健康、环境健康、人口健康、消费者健康等社会

健康问题,它通过理论、技术和方法支持医疗、
保健和护理服务的提供,服务于个人、社区和

社会。 狭义的健康信息学侧重解决临床信息

学和生物信息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健康问题,是
将信息与 ICT 技术相结合,通过描述、存储、检
索和利用健康信息,满足用户健康信息需求的

一门学科。 狭义的健康信息学与医学信息学、
生物信息学相并列,同属于一个大的学科群,
但是与医学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内容有

部分交叉。
(3)大健康信息学包括传统医学信息学,与

传统医学信息学之间的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传统医学信息学与大健康信息学的比较

比较维度 大健康信息学(BMHI) 传统医学信息学

研究对象 健康信息 / 与健康相关的社会信息 生物医学专业信息

服务对象 专业人士和公众、社区、全社会 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专业机构

应用情境 临床情境 / 研究情境 / 社会情境 临床情境 / 生物医学研究情境

研究内容 信息的获取、存储、传播、分析和利用 信息的获取、存储、传播、分析和利用

解决问题 所有人在所有环境下维护健康 患者的疾病治疗

应用领域
“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复—管理”全过程

的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健康服务

主要应用于诊断—治疗—康复 / 患者

疾病情况下的介入

学科目标 利用信息促进健康 利用信息改善医疗效果

理论基础 人文社科—生物医学 / 信息学 生物医学 / 信息学

涉及领域 全社会各个领域 医疗卫生相关领域

　 　 传统医学信息学侧重医疗环境下的信息支

持,狭义健康信息学侧重一般环境下的信息支

持,前者与生物医学、技术知识的结合更加紧

密,后者则相对松散,但后者与管理学、教育学、
社会学、统计学、环境学等学科有更多交叉。 大

健康信息学(BMHI)作为一个概括性术语,将传

统的医学信息学和狭义的健康信息学都囊括其

中,而且拓展到所有与健康促进相关的领域。
之所以要采用大健康信息学的概念,是期

望在遵循和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将健康融入

所有的政策” “个人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等目

标时,不是强调人人都要懂得医学和成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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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而是强调促进健康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可以有多个维度。 因此,生物医学为我们确定

健康人的标准,而维护健康事关多学科、多因

素、多场景,是全社会和每个人的事情。

2. 2　 健康信息学的学科构成

按照健康信息学的定义,理论上说,医疗健

康领域已经存在的很多研究领域或者子学科与

信息学结合,都能产生一个 BMHI 的分支。 但这

些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否用一个系统

的框架来描述它?
欧美电子健康工作项目组界定了健康信息

学的子学科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认为健康信息

学的两个主要子学科是临床信息学和人口健康

信息学,其中临床信息学是临床医生用于提供

医疗保健服务的健康信息学,人口健康信息学

是通过对有关人的海量数据集的分析而对人口

健康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是公共健康信息学

与消费者健康信息学的交集。 健康信息学的其

他子学科还有医学信息学、公共卫生信息学、消
费者健康信息学以及营养信息学、药学信息学、
生物医学信息学、转化生物信息学、计算健康信

息学、临床研究信息学、主动健康老龄化中的信

息学等。 上述子学科被划分为临床信息学、生
物信息学和人口健康信息学三个模块,临床信

息学由医学信息学、护理信息学和药学信息学

组成,生物信息学由生物医学基因组学、计算健

康信息学、临床研究信息学组成,人口健康信息

学由公共健康信息学与消费者健康信息学组

成。 欧美电子健康工作项目组的界定内容全

面、逻辑清晰,只是这项划分将三个模块互相独

立,没有说明模块之间的关联[5] 。
医学信息学的权威专家 Shortliffe 教授提出

生物医学信息学知识框架,将生物医学信息知识

从人体组织与器官尺度、患者个体尺度到社会群

体尺度三层加以划分,分别形成了生物信息学、
影像信息学、临床信息学和公共卫生信息学[22] 。
希腊学者 Mantas 将健康信息划分为“分子—细胞

和器官—病人—疾病—公共健康”五个层次,认
为不同层次的健康信息应由不同的信息学展开

研究,分子层次的健康信息由生物信息学研究,
细胞和器官由医学影像学研究,病人和疾病由医

学信息学研究,公共卫生由公共卫生信息学

研究[23] 。
综合国际权威组织和权威专家的观点,本

文根据大健康的理念,将上述健康信息的层次

加以完善,增加“环境”层次,对健康信息学的内

容结构做如下划分:首先按照健康信息的层次

将健康信息分为分子、细胞和组织、个体、群体、
环境五大层次,然后将它们与健康信息学的子

学科加以关联,作为子学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

健康信息学的研究范畴(见图 1)。

图 1　 健康信息学的学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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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说明的是,健康信息学各个子领域之

间既有一定的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还有相互

融合的趋势。 比如医学和健康两个概念之间也

是相互融合的,医学正在向 “预防—保健—诊

断—治疗—康复—管理”全流程健康拓展,同时

健康程度的判定标准也需要生物医学的研究成

果来确定。 因此,我们既要根据健康信息学子

领域的特征来大致区分它们,以便开展研究和

教学工作,但又不能用完全孤立的视角来看待

它们。

2. 3　 健康信息学的知识框架

健康信息学的知识内容框架可以从两个维

度来分析,一是学会(协会)提出的学科能力要

求,二是高校的教学课程体系。 本文结合研讨

会上专家讨论的内容,从以上两个维度梳理

健康信息学的知识内容框架。
( 1)学会(协会)的学科能力要求

国际医学信息学会( IMIA) 发布了生物医

学与健康信息学( Biomedical
 

and
 

Health
 

Infor-
matics,BMHI)教育倡议书,提出了 BMHI 教育

规范推荐框架,建议健康信息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应包括“ 生物医学与健康信息管理” “ 医

药卫生、健康与生物科学信息系统” “ 信息 / 计
算机科学、数学、生物统计学” 等领域的知识

与技能 [ 24] 。 美国医学信息学会( AMIA) 提出

了“健康信息学” 学科领域模型,将健康信息

学知识体系分为健康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
社会与行为科学三个主要领域,认为三个领

域互相影响、互相交叉,共同作用形成了健康

信息学知识体系。 AMIA 为美国健康信息学

和信息管理教育认证委员会( CAHIIM) ①制定

了健康信息学专业人才教育培养的核心能力

标准,该标准围绕上述三个领域的相互交叉

关系确定了两两交叉的三个能力以及三个领

域交叉形成的核心能力,再增加了从事健康

信息职业需要的三个能力,形成了健康信息

学人才培养的十大能力要求框架,同时对每

种能力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做出了规定 [ 25] 。
十大能力包括:①健康科学;②信息科学与技

术;③社会与行为科学;④健康信息科学与技

术(健康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交叉形成) ;
⑤健康科学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方面 ( 健康科

学、社会与行为科学交叉形成) ;⑥人为因素与

社会技术系统(社会与行为科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交叉形成) ;⑦社会与行为科学及信息科

学与技术应用于健康(健康科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社会与行为科学三者交叉形成) ;⑧专业

能力(职业需要的能力) ;⑨领导能力(职业需

要的能力) ;⑩跨学科专业协作实践能力(职业

需要的能力) 。
(2)高校教学课程体系

攻读高校健康信息学学位的学生有不同的

学科背景,包括计算机科学、医疗卫生、工程、图
书情报等,另外临床医学教育如医学、护理、药
学、公共卫生、牙科等也设置了健康信息学专业。
2018 年笔者对北美 12 所 LIS 学院的健康信息学

课程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课程的结构大致包括

信息系统与设计类、健康信息管理类、健康信息

环境与政策类、业务管理与实践类[26] ,四类课程

与 AMIA 提出的健康科学、信息科学与技术、社会

与行为科学三个领域能够很好对应。 2020 年,笔
者又对 CAHIIM 认证的 17 所高校的健康信息学

专业做过统计分析[27] ,发现设置健康信息学专业

教育的学院类型很多,除了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

学院如医学院、健康专业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之

外,还有生物医学信息学院、信息与计算学院

(LIS 学院背景)、工程与计算学院、商学院、应用

与自然科学学院和其他综合性学院。 可见,国外

健康信息学培养是多口径的、多来源的,背景学

科不同,培养的特色也有所不同,为了保证人才

培养的质量,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培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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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AMIA 提出的健康信息学专业人才的

核心能力标准较好地涵盖了健康信息学的知识

内容。 现有的相关研究在阐述健康信息学内容

时,普遍都会将健康科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两

者关联起来,而 AMIA 的知识内容框架则增加了

社会与行为科学作为第三个维度,突出体现了

健康信息学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也符合大健康

时代对健康信息学提出的新要求。

3　 国外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现状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国内外健康信息学的

发展现状进行讨论,认为国外健康信息学发展

相对成熟,研究成果丰富,国内健康信息学研究

虽起步稍晚,但是学者已经开始重视健康信息

学的研究与实践,社会发展对健康信息的人才

需求在不断增加。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重点整

理欧美电子健康项目工作组的文件内容,梳理

国外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过程,分析发展的原因,

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创新提供借鉴。

3. 1　 国外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过程

文献调研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

健康信息学研究成果数量开始进入稳步上升阶

段,特别是 2015 年之后,数量呈井喷式增长,Sa-
heb 等在 2019 年的研究指出,健康信息学进入

了一个提供预测性、预防性、个性化和参与性医

疗保健系统的新时代[28] 。 互联网、大数据应用、
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深度学习、电子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等与健康信息服务相关的主题出

现频次很高,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之前生物医学

信息学的学会(协会)组织、高等教育项目的良

好基础,正在拓宽和拓展健康信息学的领域范

围,以更好地适应大健康时代的健康信息服务

模式,满足对健康信息人才的新需求。
欧美电子健康项目工作组专门研究了健康

信息学的发展过程,根据其文件[29] 内容,笔者整

理了欧美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外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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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健康信息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可概括

如下。
(1)20

 

世纪 50 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后被

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标志着医疗保健与信息

技术开始结合;
(2)60 年代,西方国家高等院校开始健康信

息学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医学信

息学领域的学术组织开始建立,标志着健康信

息与信息技术的学术研究开始起步;
(3)70 年代,计算机技术逐步被深入应用到

医疗机构,医学文献数据库建设和服务兴起,世
界各国相继设立医学信息学研究机构,标志着

健康信息和技术的应用开始在医疗环境中被广

泛接受;
(4)80 年代,健康信息学研究、教育和基础

设施建设开始成为明确目标,国际医学信息学

会(IMIA)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组织,健康信息学

专业性分支开始出现,标志着健康信息学从医

院场景拓展到更广泛的健康场景,研究内容逐

步深化;
(5)90 年代,医生和患者日益习惯使用信息

技术,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法律开始出现,健康

信息学赋能医生和赋能患者的趋势日益明显,
同时强调数据保护的重要性,以促进更有效的

应用;
(6)2000 年代,个人健康档案、临床指南和

标准化护理、远程医疗等应用增多,健康信息和

技术的应用向规范化、 标准化、 全面性方向

发展;
(7)2010 年代,电子健康档案的利用开始普

及,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普遍应用,信息利用环

境有了很大改变,健康信息学在促进健康数据建

设、传输、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健康信息学研究从聚

焦传统的解决临床医学中的信息问题,拓展到

关注公共卫生中的信息问题,再拓展到关注日

常生活健康维护中的信息问题,其学科范围不

断拓展, 涉及人员不断增多, 理论体系逐步

完善。

3. 2　 国外健康信息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1)信息学与多学科相结合,是科学发展范

式的体现。
信息学提供了知识和平台,在聚集数据和

实时使用数据方面,在为个人、家庭、社区和医

院提供信息解决方案方面,在支持医患间沟通、
病友间沟通、人群间沟通方面,信息学不仅能够

为健康科学促进人类健康的目标提供支持,而
且能够为健康科学带来创新性的应用。

2007 年计算机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 Jim
 

Grey)在阐述科学发展范式时提到,所有学科 X
的发展都有两个进化分支,一个是模拟 X 学,另
一个是 X 信息学,比如生态学的两个进化分支

是计算生态学和生态信息学,前者是关于模拟

生态相关的研究,后者是关于收集和分析生态

信息相关的研究;他还认为,科学研究的范式正

在进入以数据考察为基础,集理论、实验和模拟

于一体的数据密集型计算范式,其中数据被统

一捕获、处理和存储,科学家使用数据管理和统

计学方法分析数据库和文档,他将这种范式称

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 即数据密集型范

式[30,31] 。 因此,健康与信息学的结合既是健康

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科学研究范式

进化的必然结果。
(2)信息学和健康需求相结合、用信息手段

促进健康获得共识。
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让健康成为最受关

注的事情,用各种手段来促进健康、提升健康水

平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随着信息和信息技

术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利用,人们开始用信息支

持各种健康问题的解决。 大数据、人工智能让

医疗卫生专业人士有了更趁手的信息工具,普
通民众也从过去完全依靠正规医疗体系中的专

业人士获取信息,转向同时运用海量多样、成本

低廉的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来解决健康问题。
如何运用信息学理论和方法,科学有效地获取、
识别、分析、利用信息来促进健康有巨大的现实

需求,从而促进了健康信息学的兴起和发展。
(3)庞大的医疗健康数据和信息需要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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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技术来处理。
人在“出生—成长—衰老—死亡”的全过程

中产生了各类健康数据和信息,包含基因、分

子、组织、器官、人体系统[32] 等多个层面,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无时

无刻不在记录和传播各种健康数据和信息。 对

庞大复杂的医疗健康数据和信息进行采集、存
储、筛选、清洗、分析、整合、可视化、共享、交换、
传播等,都需要健康信息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以上工作不仅提供生物数据加工、医学图像处

理、电子病历分析、健康信息系统建设等专业信

息支撑,还能提供健康政策、健康教育、健康管

理、健康促进、健康服务等社会信息支撑。
(4)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需要高素质

信息人才的支撑。
因为健康服务的广泛需求,欧美发达国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健康信息专业学位教育,
目前以美国的教育最成系统[33] 。 美国高校在医

学院、LIS 背景学院和其他相关学院开展了较大

规模的健康信息人才培养,2018 年统计数据表

明,通过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 61 所 LIS 院校

中,几乎都开设有健康信息学课程,其中 30 所设

有健康信息学或健康图书馆学研究方向,还有

一些学院设置了专门的健康信息学专业,毕业

生就业领域广,就业质量较高[26] ,体现了健康信

息学人才的社会需求。

4　 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

4. 1　 中国健康信息学建设与发展的背景

除国际健康信息学兴起发展的上述背景和

原因之外,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还有更为本

土化的促进因素。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中国健

康信息学发展的背景展开了讨论,对健康中国

战略、科学研究创新的“四个面向”、中国社会发

展现状和要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交叉学科建

设发展趋势等与健康信息学的关系提出了看

法,笔者根据文献研究的结果,结合研讨会讨论

的内容,对发展背景加以分析。

(1)健康中国战略和科研创新战略背景

2016 年《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颁布

实施,提出了中国健康事业十五年的发展目

标,提出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战略主题,
强化了大健康观,维护全民健康成为全社会共

同的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国民健

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

康服务” [ 34] ,规划了我国未来健康事业发展的

蓝图。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

“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2020 年增加了第四个方

向,即“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35] 。 从“三个面向”
到“四个面向”,表明了国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

重视,显示了未来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发展

方向。
(2)社会发展背景

2020 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健康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影响国计民生

的重要因素,只有维护好全民健康,才能为全面

小康筑牢基础。 根据 1956 年联合国《人口老龄

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65 岁以

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7%以上即可以定义为老龄

化社会[36] ,2000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人为 8
 

811
万,占总人口比例 6. 96%[37] ,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发布的《中国老

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中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要明显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到 204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 2010 年的 12. 4%上升

至 28%[38] 。 由于我国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预期

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剧。
从国家发展现实阶段来看,维护全民健康

的压力很大,需要全方位的科学研究来探讨相

关的问题。 健康信息学提供理论、方法和技术,
将健康信息作为维护全民健康的强有力支撑,
符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

(3)疫情防控背景

COVID-19 的爆发及全球共同抗疫中经历

的健康信息问题,体现出网络健康信息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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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疫情

传播最严重的 2020 年下半年举行了第一次以信

息流行病( infodemic) 为主题的全球线上研讨

会,倡议全球科学家解决伴随着新冠疫情传播

的信息疫情传播问题[39] 。 信息流行病与健康信

息学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性[40] ,世界组织、各国

政府、学术界以及全社会对疫情期间信息问题

的关注,说明在互联网和全媒体时代,亟需研究

健康信息的产生、处理、传播和利用规律,以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问题。
(4)学科建设背景

研讨会上专家和学者提出,从大的学科发

展背景看,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有三个重点考

虑因素。 ①交叉学科建设。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

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

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印发,新设置的“交叉学

科”门类成为我国第 14 个学科门类[41] ,国内学科

发展有深化发展和交叉发展两大趋势。 ②“图书

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建设。 “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 一级学科可能更名为“信息资源管

理”,学科发展面临历史性转型。 转型中的一级

学科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拓宽,一个是渗透,即原

有学科研究内容向广义的信息资源拓宽,原有的

学科领域向各个专门领域和应用场景渗透。 ③“一
流学科”建设。 国内“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学

科”建设要考虑学科建设水平、学科成长度以及

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
综上,中国正在稳步进入大健康时代,来自

国际健康信息学自身进化趋势、中国健康事业

发展社会现实需求及教育改革趋势、学科发展

趋势的促进,都是中国健康信息学良好的发展

机遇。 健康信息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我国健

康信息学目前的学科建设水平和学科成长度尚

弱,与国际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但鉴于拥

有上述发展背景,加之拥有现在的信息技术条

件、数据分析条件、健康需求条件、社会服务条

件,跟进上述趋势可以跟上本轮学科改革的潮

流,使中国的健康信息学快速成长。

4. 2　 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医学信息学的研究大约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健康信息学的研究大约开始于 21 世纪

初。 为分析“健康信息”和“健康信息学”的研究

论文分布情况,2022 年 1 月 10 日,笔者在中国

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检索篇名中含有

“健康信息”和“健康信息学”的论文,结果如下:
①篇名中含“健康信息”的论文数量为 2

 

891 篇,
其中发表论文超过百篇的学科主要有:医药卫

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767)、图书情报与

数字图书馆( 381)、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379)、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266)、临床医

学(210)、新闻与传媒(186)、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165)、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111)。 可见,健康

信息的研究学科分布很广,图书馆学情报学是

其中的研究主力之一。 ②篇名中含有“健康信

息学”的论文数量为 51 篇,研究的学科主要有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高等教育、图书情报

与数字图书馆、新闻与传媒。
上述数据大致反映了当前中国健康信息学

研究的特点。 作为健康信息学研究对象的“健

康信息”研究热度较高,论文数量增长快速,研
究的学科众多,研究的视角广泛;与“健康信息”
论文热度相比,“健康信息学”的研究发展比较

缓慢,还没有形成规模。 可见,针对涉猎广泛的

健康信息问题,我国尚缺乏从学科层面的系统

化、体系化的研究[42] 。
我国的高等学校尚未设置健康信息学的专

业教育,近年来医学信息学专业教育的课程体

系中开始将健康信息学作为一门课程列入,综
合性高等学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专业也开始开

设健康信息学课程。
在 2021 年的本次“研讨会”之前,我国健康

信息学学科方面的专门会议寥寥无几。 从搜索

结果看,几个重要活动有:2009 年 4 月第 346 次

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主题为“心血管健康信息的

重大科学前沿”,几位医学专家围绕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目标讨论如何应用健康信息学作为重要

的手段,会议主要讨论四个报告:心血管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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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高精度检测与易损斑块形成机制研究手段、
多模态健康信息融合及易损病人风险评估、心
血管健康信息学对重大医学诊疗设备自主创新

发展的影响、健康信息学的内涵和范畴及其在

心血管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最后,该会议就研

讨内容向我国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

文件[43] 。 2011 年中科院健康信息学重点实验

室建成,同年中国医疗健康信息学院 IMS 正式

启用[44] 。 上述这些活动表明,健康信息学的学

科建设问题十多年前已经开始得到一些医学专

家的重视,只是由于后续跟进不够,目前我国的

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仍然进展缓慢,尚未有重

大建树。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的健康信息学尚

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4. 3　 中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路径:学习、创新

和提高

综观国际国内健康信息学的发展动态,当
前我国健康信息学的发展应该遵循学习、创新

和提高的发展路径。 大健康时代,数据和信息

可以有效应用于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这不仅

需要健康信息学理论的支持,也需要大量健康

信息专业人才来实施。 目前我国健康事业发展

的实践需求和人才需求与健康信息学理论发展

和人才培养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矛盾,健康信息

学需要通过不断学习、创新和提高,才能快速

成长。
(1)学习

所谓学习,是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掌握生

物医学健康信息学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学会

(协会)的学术研究进展,分析我们的差距并努

力弥补。
以国际健康信息学发展较为先进的美国为

例,有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①在国家计划方面,
美国是较早建立健康国民计划的国家,早在

1980 年就提出了“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国家目

标”,1990 年提出第一个国家健康战略计划

HealthyPeople2010,此后每隔十年制定一个新的

国家 健 康 战 略 计 划, 相 继 形 成 HealthyPeo-

ple2020、HealthyPeople2030,提出聚焦领域、具体

实现目标并对实施效果加以测度。 健康国家战

略计划的实施促进了健康事业的发展,也促进

了健康信息学的发展。 ②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

段管理方面,2004 年美国政府开始设立健康信

息技术协调员,2008 年成立国家健康信息技术

协调办公室( ONC),支持采用健康信息技术来

推进健康信息技术能力的开发和使用,促进全

国范围内基于标准的健康信息交换,其战略目

标是提升以个人为中心的健康自我管理,改善

健康保健服务和社区健康,孵化研究和创新,加
强国家健康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45] 。 行政手

段和法律手段的应用,显示了对健康信息和信

息技术价值的认同,促进了健康信息和信息技

术的广泛采用。 ③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在不

同专业学院开设健康信息学人才培养项目,
2012 年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CHEA)确认

由美国健康信息学与信息管理教育资格认证委

员会(CAHIIM) 实施教学机构教育项目和从业

人员职业资格认证。 美国健康信息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多样,从业人员的就业范围广泛,社会认

可度较高[27] 。
当前我国健康信息学教育可以将他国经验

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遵循国家健康战略计

划目标,进一步强化在推进健康信息和信息技

术的采纳利用方面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发
展高质量的健康信息学教育,鼓励高质量的健

康信息学理论研究成果,促进健康信息学的快

速发展。
(2)创新

所谓创新,是指在学习先进国家做法的基

础上,坚持突破和创新,根据我国健康领域的现

实问题及基础条件,结合中国特色,发展中国的

健康信息学。
近年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健康中国建设

相关的战略文件。 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是我国健康领域首个国家中长期战略

规划,提出了健康中国的行动纲领和发展目标;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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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考核方案》,7 月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制定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简称《行动》),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提出

15 项专项行动计划,统筹推进《行动》的组织实

施、监督和考核相关工作。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底,国家发布了健康相关的国家级重要政策

法规、意见、建议等 50 余份,围绕健康中国战略

的落地实现、健康产业发展、医疗体系和医保体

系改革、数字健康、中医药立法、慢病防控、全民

健身、营养规划、宜居养老、康养旅游等内容,力
图明确健康服务发展目标并推动医疗服务向健

康服务转型[42] 。 上述文件内容为中国健康信息

学在起步阶段的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奠定了

现实基础。
中国国民的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在理念、

方法和工具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中国

健康信息学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

注重自身特色,坚持突破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的发展道路。
以中医药健康促进为例,在“预防—保健—

诊断—治疗—康复—管理”的健康服务各环节,
中医药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在预防、保健和康

复环节中的应用成效显著。 从中国古代医学的

“治未病”理念下的健康信息入手,强调预防为

主,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由此建立的健康信

息学的学科体系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创新。 中

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健康信息学的角度研究如何

利用健康信息开展中医养生,研究中医四诊(望

诊、舌诊、问诊、脉诊) 对人体健康信息的采集、
分析和利用,研究中医师如何利用健康信息判

定健康危险因素和治疗疾病等问题[46] ,并在教

育部在线开放课程慕课平台上开设了健康信息

学课程,向公众免费提供。
中国特色的健康信息学不仅是中国社会实

践的需要,也是对世界健康信息学的贡献。
(3)提高

所谓提高,是指健康信息学要抓住发展机

遇期,提高学科能力,提升学科水平,满足社会

需要。

随着 ICT 技术的发展和大健康理念的逐步

深入, 公众对 “ 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康

复—管理”全流程健康服务逐渐接纳,健康信息

的需求日益增长,实践应用场景大大拓展。 健

康管理和健康服务过程中多源异构健康信息的

采集、存储、管理、传输和利用,个人电子健康档

案数据的记录和共享,各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的互联互通,远程医疗、健康信息化基础设施的

建设,等等,都需要公众的健康素养以及大量高

素质健康信息人才与之匹配。
我国非常重视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大数据应

用,国家层面发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

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

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十三五”国家信息

化规划》等文件。 2017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十

三五”期间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做出了规划,提
出到 2020 年,“覆盖全人口、全生命周期的人口

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形成,人口健康信息化

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在实现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显著作用”,同时也指出

“专业机构不健全、人才总量不足、复合型人才

和信息安全专业技术人才严重匮乏” [47] 。 因

此,健康中国行动要取得好效果,健康信息化目

标要达成,都需要健康信息学理论、方法和技术

及健康信息人才的支持。 当前我们要尽快塑造

健康信息学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明确从医

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型的发展趋势和社会需

求,确定跨学科、复合型的数字化人才培养目标

和培养模式,设计合理的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
提高我国健康信息学学科水平,从而强化国家

的健康信息服务能力。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归纳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
(1)与大健康时代的健康概念相对应,健康

信息学是一个大的学科群,它囊括了将信息学

应用于健康、生物、医学领域而产生的一系列学

科,我们可以把这个健康信息学称之为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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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学,或者采用国际医学信息学会的做法,称
之为生物医学与健康信息学( BMHI),以区别于

将健康信息学与生物信息学、医学信息学并列

看待的狭义的健康信息学。 大健康信息学或生

物医学与健康信息学( BMHI)是正在兴起的新

兴学科,它与人类发展的健康核心诉求相关联,
有着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2)大健康信息学(BMHI)包括众多的子学

科,这些子学科秉承信息学共有的理论概念、方
法技巧、技术手段,它们互有区别也相互关联。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分析提炼,大健康信息学

(BMHI)的学科构成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分析,
一个是以作为生物的人为中心,考虑生物结构

层次“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生物

体”对健康的影响,形成了分子生物信息学、生
物医学信息学、医学信息学、临床信息学等分支

学科;另一个是以作为社会构成成分的人为中

心,考虑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对健康的影

响,形成了用户健康信息学、公共卫生信息学、
人口健康信息学、环境健康信息学等分支学科。

(3)大健康信息学(BMHI)与多个学科有关

联,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医学、生物学、统计学、
公共管理、社会学、行为科学、人口学等与信息

学结合,都可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 大健康信

息学虽然研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了人的内在

构成和人的外在环境两方面的健康信息问题,
相关学科及子学科众多,但涉及的信息学理论、
方法和技术却相对聚焦和统一。

(4)在大健康时代,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大

健康信息学,倡导用信息引导健康的社会理

念,提供用信息促进健康的理论和方法,满足

社会对健康信息人才的需要。 尽管健康信息

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学科层级还比较低,但它

拥有综合性、交叉性、复杂性的学科性质,以及

丰富的子学科类型,在促进国民健康方面的作

用举足轻重,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未来随着

健康理论、健康实践和健康产业的不断发展,
以及数据、信息、知识处理技术的不断更新和

应用,中国的大健康信息学也在不断学习、创
新和提高,有望发展成为教育部交叉学科类别

中的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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