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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计算机技术在医院信息化管理系统设计

张志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医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要：针对医院信息管理工作难度大，数据种类复杂并且对于医院管理数据利用率低等问题，设计一种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软件设计采用Ｃ／Ｓ架构记性设计；针对医院数据挖掘技术，通过改进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和增量决策树算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提

高医院信息利用率；并通过设计模拟实验方案对设计的算法进行验证，其中对于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与原始的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相比起处

理速度提升了１０倍；对于增量决策树算法分类的准确率比Ｃ４．５算法和ＩＤ３算法高５％以上，并且在增量学习中耗时是Ｃ４．５算法

和ＩＤ３算法的４０％以下。

关键词：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数据挖掘；关联法则；分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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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逐渐步入数字信息化的新时代，计

算机信息化技术逐渐进入我们的生产生活之中，对于复杂

多变的医院信息管理工作也同样需要引入计算机技术的辅

助进行信息管理工作，通过引入计算机信息管理技术可以

大大提高医院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执行效率，同时提高医院

信息化管理的水平。如文献 ［１］中采用引入计算机数据仓

库技术进行决策分析，但是不能合理对医疗数据进行合理

应用［１］；在文献 ［２］中通过云存储技术对信息进行管理，

但是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方案［２］；在文献 ［３］介绍了

对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维护进行分析，但是仅对维护方

面提出方案，无法使医疗信息管理更高效的应用［３］。

针对于上述文献对医院信息管理技术改进的不足，本

文设计了一种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并针对与医院信息数据

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医院管理信息进行处理。下文是针对

于医院信息管理方案进行设计一种管理系统和对医院信息

进行数据挖掘的详细论述［４］。

１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设计

１１　管理系统需求分析

由于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不但包含整个医院的与企

业信息管理相类似的管理信息，同时还包含以患者信息为

主进行的教学、科研以及整个治疗过程的相关数据。在实

际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中，对系统设计的需求主要

是提高医疗水平、加强企业事务管理、提高整体的医疗服

务质量以及增加医院经济效益［５６］。其中对于信息管理系统

所需要达成的目标如图１所示。

图１　信息管理需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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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１所示，由于医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需要７天／

２４小时稳定提供服务的系统，以此需要绝对安全可靠性；

由于医院是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完成的工作，需要能够提

供稳定的联机事务处理的能力。

１２　信息管理系统设计

为实现对医院信息进行管理，需要对医院进行业务的

流程进行了解，如在医院中看病进行的过程中，有着一定

的操作流程，通过这个流程在各个部门中进行不同的操作，

来完成具体的诊断和治疗［７８］。其医院的业务的流程图如图

２所示。

图２　业务流程图

如图２所示，患者首先需要在挂号处进行排队挂号，

通过所挂号码在需要诊断的门诊科室由门诊医生进行诊断，

如果病情很轻，很容易诊断，可以直接缴费、领药后就可

以出院了；但是如果病情比较复杂或严重就需要医技科室

对患者进行验血等检验，通过简易结果对其再进行诊断，

分析其是否需要住院治疗，通过这一套流程实现对患者疾

病的检验［９］。

本文设计的信息管理系统不但包含常规企业的人事、

财务等信息，更包含每一个患者之前的病历、本次患病情

况、治疗方案、用药情况以及主治医师等信息，其中以医

院中各个不同部门工作进行分类所产生的医院信息管理系

统的数据流向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医院信息流向图

如图３所示，本文设计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是为了实

现完成对病人病历信息的多层次的管理。门诊管理主要管

理进行治疗相关的信息，其中包含的病历、治疗方案、检

查报告等信息较多；住院管理主要是对床位安排、护士人

员安排以及相关收费等信息；药品管理主要对医院中各种

药品的使用情况、剩余情况以及采购情况等信息；财务管

理是对医院的每笔药品和器材采购、每个患者的缴费情况

以及每笔支出与收入信息记入系统；院长决策是对医院的

决策信息进行记录；系统维护主要是对医生护士等人员对

该系统权限开放问题、信息的备份、维护以及配合医生对

病人数据进行查询等相关问题［１０１１］。本文设计的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采用Ｃ／Ｓ三层结构，其结构如４所示。

图４　信息管理系统Ｃ／Ｓ三层结构

如图４所示，本文设计的事务管理系统结构采用三层

Ｃ／Ｓ结构，其将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成了表示层、功能层以

及数据层三部分组成［１２］。表示层主要安装在用户端，其主

要特点是操作简单，方便用户的使用，用户通过该端口封

装好的操作对底层数据和应用进行操作；功能层是应用的

主体，在该处完成应用的逻辑，用户的操作权限等功能都

需要在该处实现；数据层是主要为ＤＢＭＳ，主要负责完成

对数据库的增删改查，其通过功能层调用设计好的ＳＱＬ语

句对数据库进行操作［１３１４］。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包含着大

量的有用数据，其中就包含患者的检查信息、治疗方案及

治疗结果、药物的使用等信息。主治医生通过从病人以往

的病历入手，以病情发展顺序进行查询，通过对病情发展

研究，对这个病人设计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可以

通过对某种病症为依据进行查询，通过对医院历史上病人

的病征、治疗方案以及治疗结果等数据进行研究［１５１６］。

２　医院数据挖掘分析

本文采用关联法则算法和分类算法对医院系统中的数

据进行分析，其中针对于 （１）建立疾病、处方和药品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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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此来对药房药品进行合理的排放； （２）通过全年各

种药品的使用情况，合理的选择各种药品的采购数据；（３）

使检查结果与治疗方案建立联系，提高医生诊治病人的效

率和质量；（４）对单一病种的处方用药信息进行分析，提

高对单一病种的治疗合理性等方向进行研究，可大大提高

医院管理和治疗的效率。

２１　改进犃狆狉犻狅狉犻算法

为研究医院信息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关联法则算法

对医院信息管理信息进行分析，从中发现医院信息间的关

联性，建立医院信息管理数据关系网，在医院信息管理的

信息数据量非常大，各种属性丰富，在经过关联法则算法

进行计算后可以给出准确度高的预测和建议。其中在进行

关联法则进行数据挖掘时常采用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来进行分析，

其拥有运行简单、使用方便等优点，但是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同时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点是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进行运算时需

要频繁的对数据库进行扫描；第二点是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运算过

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候选项集，同时会出现多次检查同一项

集的现象。针对于上述两项不足，本文提出增加标识和剪

枝两种改进方案［１７］。

针对于该算法需要进行频繁扫描数据库的问题，本文

采用对计算中产生的项集增加标识的方法减小对数据库中

数据进行扫描的次数。当算法需要进行计算支持度的时候

对项集增加０、１标识，其中不包含此项集的标识为０，包

含此项集的标识为１，这样在对信息进行扫描时就可以先判

断其标志是否为１来判断是否需要扫描，再对需要扫描的

数据进行扫描［１８］。针对于算法运算时出现大量候选项集的

问题本文通过剪枝的方式进行解决。在算法进行计算中，

其中频繁项集的子集同样也是频繁的 （其中不包含空集），

在算法计算过程中，通过删除掉频繁项集中的频繁项集的

子集就可以大大减小该项集所包含元素数量，提高反映速

度。其算法运行所需的伪代码如下所示。

算法：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

输入：数据库Ｄ，最小值初度阈值ｍｉｎ＿ｓｕｐ。

输出：Ｒｅｓｕｌｔ＝中的频繁项集

Ｒｅｓｕｌｔ：＝｛　｝；

ｆｏｒ（ｘ＝１；ｘ≤ ＤＢ ；ｘ＋＋）

ｂｅｇｉｎ

设项集为｛ａ１，…，ａｎ｝

ｆｏｒ（ｙ＝１，ｙ≤ｎ，ｙ＋＋）

ｂｅｇｉｎ／／进行判定

ｉｆａｙ首次出现，计数器ｃｎｔ＝０；

ａｙ归为Ｒｅｓｕｌ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ｅｌｓｅ

ｃｎｔ＋＋；

ｅｎｄ：

ｉｆｃｎｔ＝ｍｉｎ＿ｓｕｐ　ｔｈ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ａｙ｝；

　ｅｎｄ；

ｅｎｄ；

如图５所示，采用循环操作来实现算法的运行，直到

没下新的项集产生。首先算法读取数据库的第一项的数据，

生成项集并把所用可能产生的所用组合形式标志为１；然后

进行读取下一项的数据，进行标识其可能的组合，组合里

面为ｋ－项集。若无ｋ－项集标示为１，略过标识过的ｋ－项

集，若ｋ－项集出现却小于最小支持度阈值就在支持度技术

加１。循环上述步骤就是算法的运行过程。

图５　初步决策树算法示意图

２２　增量决策树算法

分类算法就是通过建立合适的对医院信息数据进行分

类的标准来实现的，通过判断不同标准使不同信息分入不

同的类别之中［１９］。在分类算法中常使用决策树算法来对数

据进行分析，但是常规的决策树算法针对新增加的数据处

理能力很差，为解决该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概率统计学中

的贝叶斯分类方法来实现增量决策树算法。

在增量决策树算法中首先将医院数据样本分离成狀个

小数据样本，这些小数据样本在决策树生成结点，决策树

通过把产生的节点分成普通叶结点和贝叶斯结点两点两种

来进行划分。其中进行产生决策的初步决策树算法示意图

如图５所示。

如图５所示，通过将此种决策树算法与贝叶斯分类相

结合可以得到新产生的增量决策树算法。在增量决策树算

法进行增量学习的两个阶段是产生初步决策树和在初步决

策树上进行学习［２０］。其中进行的增量决策树算法的伪代码

如下所示。

算法：增量决策树算法

输入：决策树犜１，新增样本犫。

输出：决策树犜

决策树犜１ 与新增样本犫进行匹配得到叶结点犕；

｛ｉｆ　叶结点犕 为贝叶斯结点，

则新增样本犫修正贝叶斯结点参数，

返回决策树更新为犜２。

｛ｉｆ　叶结点为普通叶结点：

新增样本犫与该节点分类相同返回决策树犜１，

新增样本犫与该节点分类不同，

比较该节点贝叶斯分类准确率犉１ 和决策树分类准确率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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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　犉１＞犉２，本节点更改为贝叶斯结点，

返回犜，反之返回犜１｝｝｝

增量决策树算法的流程示意图如６所示。

图６　增量决策树算法

如图６所示，第二个阶段中出现新的训练样本，此算

法会将数据书中的属性与新的数据样本匹配，在叶结点处

结束匹配。如果到达普通叶结点，判断是否分类错误。如

果进行分类时发生分类错误就进行对比贝叶斯分类和决策

树分类的准确率，若贝叶斯分类准确率高则把该节点转换

为贝叶斯结点，分类正确则不变。如果到达贝叶斯结点，

通过样本修正贝叶斯参数。通过递归的方式不断建立决策

树，可以修改贝叶斯参数或者增加贝叶斯结点，从而实现

在数据样本中的增量学习。

３　试验过程和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设计的进行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对于数据

挖掘技术研究的优越性，针对于两个方面分别设计了模拟

仿真实验［２１］。在本次实验中采用进行模拟试验分析环境的

参数设置为：选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１０作为操作系统平台，设置计

算机内存为８Ｇ，ＩｎｔｅｌＸｅｏｎＷ－２１４５ＣＰＵ３．７０ＧＨｚ，其

中模拟仿真的数据库数据采用仿真医院档案数据，试验软

件为数据挖掘工具怀卡托智能分析环境 （ｗｅｋａ）。

３１　相关法则算法验证试验

为了说明改进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相关规则算法中的高效

性，特设计本对比试验，对比对象为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通过使

用两个算法来处理相同的医院信息数据得出试验数据，分

析数据得出实验结论。首先在数据挖掘工具怀卡托智能分

析环境 （ｗｅｋａ）中置入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和改进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

其次从数据库中提取医院信息数据并从并分为五组，数据

量分别为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最后通

过ｗｅｋａ分别使用两种算法对五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得出

实验数据，其算法耗费时间统计图如图７所示。

由图７可知，在医院信息处理上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处理时

间比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处理时间减少了９０％。为表明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

算法的剪枝作用统计实验中剪枝前后对比如表１所示。

图７　算法耗费时间统计图

表１　剪枝前后数据统计表

数据 剪枝前 剪枝后

１０００ ９９１ ８８

５０００ ４９６２ ４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９８４６ ９５２

５００００ ４９７６２ ４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９６８８ ９７５３

由表１可知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剪枝的效果非常明显，可

以有效地减少对数据库的扫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算法操

作。通过相关规则算法试验过程可以得出结论，使用改进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在医院信息管理中进行数据挖掘能够极大的提

升医院信息的处理效率。

３２　增量决策树算法验证试验

为了验证本文改进的增量决策树算法在进行分类算法

中的高效性，特设计进行对比实验，本次对比实验中的对

比对象为常见的分类算法ＩＤ３算法和Ｃ４．５算法，通过使用

３个算法在相同条件下处理相同的医院信息数据得出实验数

据，分析实验数据得出实验结论［２２］。首先在数据挖掘工具

怀卡托智能分析环境 （ｗｅｋａ）中置入新型增量决策树算法、

ＩＤ３算法和Ｃ４．５算法３种算法，其次从数据库中提取医院

信息数据并从并分为５组，医院信息数据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医院信息数据表

数据集 规模 属性 类别数

Ｔ１ １１２ １５ ９

Ｔ２ １７９ ８ ５

Ｔ３ ６３３ ３５ ２１

Ｔ４ ２４５０ ３１ ９

Ｔ５ １７０００ １９ ２３

首先用３种算法分别进行不含增量学习的处理的结果

如表３和表４所示，进行增量学习的处理的结果如表５和表

６所示。其中新型增量决策树算法简写为ＺＤ。

表３　非增量分类算法准确率统计表

数据集 ＺＤ／（％） ＩＤ３／（％） Ｃ４．５／（％）

Ｔ１ １０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０

Ｔ２ ９８．１ ９５．２ ９７．１

Ｔ３ ９７．４ ９０．７ ９４．３

Ｔ４ ９９．３ ９２．６ ９４．１

Ｔ５ ９７．８ ９４．９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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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非增量分类算法耗时统计表

数据集 ＺＤ／ｍｓ ＩＤ３／ｍｓ Ｃ４．５／ｍｓ

Ｔ１ ９３ ８２ ８５

Ｔ２ １２１ ９６ ９１

Ｔ３ ２９４ ２５４ ２４８

Ｔ４ ３８１ ３３３ ３２９

Ｔ５ １５５３９ １４４５７ １４３６６

由表３和表４可知，在处理不含增量学习的数据集时，

新型增量决策树算法、ＩＤ３算法和Ｃ４．５算法３种算法在耗

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分类的准确率上新型增量决策树算

法明显优于另外两个算法，新型增量决策树算法的分类准

确率比Ｃ４．５算法约高３％，比ＩＤ３算法约高６％。

表５　增量分类算法耗时统计表

数据集 增量比例／％ ＺＤ／ｍｓ ＩＤ３／ｍｓ Ｃ４．５／ｍｓ

Ｔ１ ２０ ５１ ８４ ８３

Ｔ２ ３５ ７５ ９７ ９２

Ｔ３ ４５ ９３ ２４５ ２３１

Ｔ４ ５０ １２７ ３５８ ３４３

Ｔ５ ２０ ４１２０ １１６３５ １０７６２

表６　增量分类算法准确率统计表

数据集 增量比例／％ ＺＤ／％ ＩＤ３／％ Ｃ４．５／％

Ｔ１ ２０ ９５．５ ９１．８ ９２．６

Ｔ２ ３５ ９４．３ ９４．３ ９５．３

Ｔ３ ４５ ９６．５ ８６．７ ８９．６

Ｔ４ ５０ ９９．４ ９５．２ ９７．９

Ｔ５ ２０ ９２．１ ８９．５ ９０．２

由表５和表６可知，在处理含增量学习的数据集时，新

型增量决策树算法的耗时比ＩＤ３算法和Ｃ４．５算法少６０％以

上，准确率比Ｃ４．５算法约高６％，比ＩＤ３算法约高８％。

通过分类算法实验过程可以得出结论，使用新型决策

树算法在医院信息管理中心进行数据挖掘可以大幅度提升

医院信息数据的分类效率，新型增量决策树算法分类的准

确率比Ｃ４．５算法和ＩＤ３算法高５％以上，并且在进行增量

学习中耗时是Ｃ４．５算法和ＩＤ３算法的４０％以下。使用新型

决策树算法作为数据挖掘中的分类算法可以使医院信息管

理的准确率大幅提升。

４　结束语

为了解决医院信息管理中人力耗费大、数据关系网不

全面、数据调取缓慢等问题，本文通过改进一种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并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医院信息管理中，利

用数据挖掘技术模块对医院信息进行分类、处理、管理等

应用。使医院信息管理更加高效，建立医院信息数据关系

网，减少了人力的投入［２３］。虽然本研究有一定的技术创新

性，但是仍旧存在很多不足，比如改进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稳定

性，系统对该算法的兼容性等，都是要研究的课题，这需

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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