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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主要梳理了大数据作为一种网络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总结了不同时期大数据在医疗领域应用的

变化和未来应用趋势。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14年~2024年间的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5333篇
文献，选取500篇文献作为样本，运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医疗领域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现稳定增长趋势；领域内发文数量较多；领域内研究热点集

中在大数据在医院管理方面的应用、信息化建设方面、大数据在临床和科研方面的应用以及研发并推广

数字化医疗智能设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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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s a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summarizes the changes and future application trends of big data in the medical field in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from 2014 to 2024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a total of 5333 articles were obtained, 500 document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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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iteSpac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key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re-
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shows a steady 
growth trend. A large number of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field.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digital medical intelligen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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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已成为许多领域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医疗作为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的重要领域，也积极引入大数据技术，以谋求更好的发展方向和解决方案。医疗数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

病历、诊断结果、治疗方案、各种医疗监测数据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然而，如何收集、整理、分

析和有效利用这些海量数据已成为医疗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与此同时，医疗行业对提高医疗质量、提

高疾病诊断准确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加强疾病预防控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满

足这些需求提供了契机。它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医疗数据，为医疗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让医生更好

地了解患者病情，提供个性化建议。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大数据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情

况。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2014 年~2024 年间相关文献的研究，我们将梳理大数据在医疗领

域应用的发展脉络，分析不同阶段的应用特点和研究热点，并尝试预测未来的应用趋势。后续章节将详

细介绍研究方法、数据分析过程以及研究结果，以期为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所用文献选取的是学术期刊。数据检索时选择的主题词设置为“大数据与医疗”，文献来源为期刊，

剔除了报纸、会议与学位论文。通过以上限定条件进行检索，共获取原始相关文献 5333 篇，经过进一步

人工筛选，最终得到 500 篇有效文献样本。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利用 CiteSpace6.2.R4 软件，对医疗领域大数据的应用自 2014 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

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该方法通过分析某领域大量相关文献，绘制出直观的关系图谱，从而帮助研究

者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情况，准确把握领域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 
本文主要利用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分析来说明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谱来说

明其发展趋势。关键词共现网络是通过聚类视角分析关键词特征，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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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疗领域大数据应用的相关研究文献情况分析 

3.1. 总体趋势分析 

经过进一步筛选，选取相关度最高的 498 篇文献进行分析。根据 2014 年~2024 年发文量的情况(图
1)，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Figure 1.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medical 
field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4 
图 1. 2014 年~2024 年我国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相关研究文献数量 

 
第一阶段(2014~2015 年)。2013 年也被称为大数据元年，因为大数据技术已经开始在商业、科技、医

疗、政府和教育等社会不同领域普及。但 2013 年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尚未展现，所以在筛选文章时

是从 2014 年开始。此时的文献共 53 篇，速度较慢，数量较少。这说明，由于前期缺乏相关经验指导研

究者，对大数据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缺乏重视，现阶段国内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但

增长缓慢，数量较少。 
第二阶段(2016~2019 年)。此阶段是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时期，速度比上一阶段更快，

文献也是成倍的增加。国务院在 2016 年发布的《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强调，健康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产。扩大健康大数据应用，将为深化医药卫生改革、提高健康

服务效率和质量、不断满足各层次人群多样化健康需求、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和经济增长点提供动力和活

力。该意见还强调，要深化大数据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包括在医疗卫生治理中使用大数据、在临床

和科研中使用大数据、开发和推广数字化智能医疗工具等。 
第三阶段(2020 年~至今)。此阶段医疗领域大数据应用发生了一些变化，文献数量相比上一个阶段更

多，文献内容也更丰富。2019 年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给医疗领域大数据的

应用带来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正越来越多地用于疾病监测、预防和控制，以实时监测和分析疾病的传播

情况，并创建反应更灵敏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同时大数据助力临床治疗，依据大数据对患者进行分类和

分层，实现个性化医疗。根据患者的基因特征、临床数据和生活方式等信息，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副作用[1]。总的来说，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深化，以及对大数据和医疗领域的重

视，我国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经历了从成长、快速发展再到稳步发展的过程，虽有波动，但发展稳

定。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全面和创新，注重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更加重视个人保健和

预防治疗。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24


陈若男 
 

 

DOI: 10.12677/ecl.2024.1341824 5856 电子商务评论 
 

3.2.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分析 

关键词代表了文献对主题的高度概括。通过对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图 2)，可以反映该领域在不同时期

的研究热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进而分析该领域的内在联系。分析包括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关键词频

次分析和中心性分析，以更全面、直观的视角描述现阶段医学领域大数据应用的研究热点，揭示该领域

的研究前沿。将作为样本的 500 篇相关文献导入 CiteSpace 软件，切片时间设置为 1 年，得到大数据关键

词共现知识图谱。 
 

 
Figure 2. Keyword contribution knowledge graph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China’s medical field from 2014 to 
2024 
图 2. 2014 年~2024 年我国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关键词贡献知识图谱 

 
本图谱共包括结点(N) 300 个，连线(E) 695 条，网络密度(Density)为 0.0155。图中的圆节点表示关键

字，圆节点的长度表示关键字的出现频次，关键字出现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结点中间的线段表示关

键字间的共现情况，而线段的粗细则表示关键字间共现的强度。 
为了保证关键词统计能真实反映当前医学领域大数据研究的趋势，只选取频次在 30 次以上且主要排

名前 6 位的高频关键词，这些高频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系非常密切，代表了所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

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n keyword frequency and centrality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China’s medical field 
表 1. 我国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关键词频次和中心度统计 

排序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关键词 

1 266 1.3 2014 大数据 

2 28 0.26 2016 医疗大数据 

3 43 0.14 2014 大数据技术 

4 71 0.13 2014 医院 

5 33 0.08 2015 大数据时代 

6 31 0.08 2015 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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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心度体现了某一关键词在整个图谱网络中的媒介能力，中心度越高则代表了该关键词成为

与其他关键词连接节点的次数越多。通过中心度统计，具有最高中心度的关键词是“大数据”，其中心

度为 1.3，其他关键词诸如“医疗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等中心度排名也比较靠前，且出现时间集中

在 2014~2016 年。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医疗行业大数据应用的研究热点较为集中，高中心性关键词之间

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数据应用的计算能力使医生能够在几分钟内对患者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利用生物

标志物检测、基因测序等工具探索个体疾病风险和最佳治疗方案，有效提高诊断准确率和治疗效果。因

此，“大数据”这个出现频率最高、中心性最强的热门词汇，作为大数据在医疗行业应用的研究框架而

存在；大数据的发展不仅为医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也为医院提高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防控风险的支撑能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 

3.3.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Figure 3. Keyword clustering map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图 3. 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通过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得知大数据在医疗领域应用不同时期的研究特征。因此，利用 CiteSpace

软件根据关键词中心度(见表 1)来制作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3)。在图 3 中，不同色块代表不同的聚类区域，

通过分析该聚类图谱可知该研究具有科学性(Q = 0.5398 > 0.3)和可信性(S = 0.8794 > 0.5)的特点，综合 Q 值

和 S 值来看，该聚类图谱具有合理性。该聚类图谱中共有 300 个节点和 695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0155，
共展现出 6 个聚类区域。分别是大数据、医疗大数据、大数据技术、医院、大数据时代、公立医院。 

3.4.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时间线的发展，利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出带有时间线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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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时间图谱(图 4)，从而具体分析我国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研究热点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 
 

 
Figure 4. Timeline of keywo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China’s medical field from 2014 to 2024 
图 4. 2014~2024 年我国医疗领域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如图 4 所示，节点和文本在图表中的位置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当显示一个

关键词时，它会固定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如果有其他关键词与之同时出现，则会在它们之间画

一条连线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节点的大小还代表了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即在关键词节点返回

后首次出现的年份之后，关键词节点首次出现的年份位置会增加，以此类推。将图 4 的关键词进行聚类

分析，进而筛选出体量最大的 6 个聚类类别，分别为大数据、医院档案管理、医疗大数据、医院、公立

医院、大数据背景。据此，可以依据时间线发展顺序，结合聚类标签和关键词，可以得出医疗领域未来

应用大数据主要是“医疗大数据”、“医院档案管理”等选题进行深入研究。 

3.4.1. 医疗大数据 
在《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指在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药品管理等传统业务领域，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产生的与健康相关的

数据[2]。根据医院信息系统的不同，医疗大数据可分为医院信息数据、电子病历数据、医学影像数据和

检验数据。根据主要数据源的不同，医疗大数据主要包括：一是医院临床数据。即患者就诊时产生的各

类医疗数据；二是公共卫生数据。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就诊记录等；三是移动健康数据。将患者体征数

据、康复健康数据等物联网数据与移动健康数据进行整合；四是生物标本数据；五是基因数据[3]；六是

医学知识库。知识图谱、医疗指南、文献等。与广义大数据相同，健康医疗大数据也同样具备 5V 的共性

[4]，即 Volume (大量)、Velocity (高速)、Variety (多样)、Value (低价值密度)、Veracity (真实性) [5]。同

时，它还具有：(1) 海量性。医疗机构除了在诊疗和医学分析过程中产生数据外，还包括近年来物联网技

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获取和分析的速度由原来的“天”计算变成了“秒”计算，远大于传统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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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确性。医疗大数据集与患者的生命息息相关，要求绝对准确。(3) 保密性。医疗数据具有保密性，

因此需要严格处理。(4) 封闭性。每个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结构化系统，独立运行，因此数据不能共享[6]。 

3.4.2. 医院档案管理 
医疗行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在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医院档案管理作为

医疗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乎医疗服务的质量、医疗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7]。首先，它提高了病案管理的效率。电子化、数字化工具在医院病历管理中的应用，

实现了快速检索、存储和共享，大大提高了病历管理的效率[8]。一方面，信息化管理可以让医生和护士

通过信息系统快速查阅病人的病历、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节省医生和护士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病人

在等待诊断和治疗时的焦虑和不适。另一方面，信息记录管理实现了记录的批量处理和自动提交，大大

减少了记录提交的工作量。第二，确保记录安全。纸质档案管理下，档案丢失、损坏和被盗的风险较大。

档案信息化管理可以实施最佳实践管理措施，有效保护档案信息安全[9]。第三，有助于临床决策。病历

作为医务人员诊断、治疗和科研的重要依据，其准确性和完整性直接影响医疗质量和科研水平。通过信

息管理，医务人员可以快速查阅病历、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案，从而减少医疗差错。第四，促进医疗信息

交流。医疗信息交流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医疗合作。医疗信息交流消除

了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了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已经展现出巨大的价值和潜力。通过对海量医疗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

医疗行业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在临床诊断方面，大数据有助于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疾病，提高诊

断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在疾病预测和预防方面，大数据分析能够识别疾病的风险因素，提前预测疾病的

发生概率，为公共卫生部门制定预防策略提供依据。在医疗管理方面，大数据可以优化医院的资源分配，

提高医疗效率。然而，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现有的医疗大数据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使用难、不合适等问题。其次，信息化评估工具的指标和标准主要基于真实数据，前期往往忽视理论框

架的制定。最后，以往信息化评估工具的开发主要基于卫生部门大量相对标准化的数据，这些数据已经

具备一定的基本数据质量要求，无法应对地方数据质量不高的问题。未来，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

更加广泛和深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将更加高效

和精准。在临床治疗方面，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医疗将成为主流。通过分析患者的基因数据、临床症状

和治疗反应等信息，医生可以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和减少副作用。在医疗科研

方面，大数据将加速医学研究的进程。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大规模的医疗数据进行疾病机制的研究、药物

研发和临床试验，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研发成功率。在公共卫生领域，大数据将在传染病防控、慢性病

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人群健康数据，公共卫生部门可以及时发现疫情并采

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同时为慢性病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为了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医疗领域的

作用，需要政府、医疗机构、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各方共同努力。加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建立统一的

数据标准和共享平台，培养专业的数据分析人才，推动大数据技术与医疗行业的深度融合，为提高人类

健康水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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