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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现状与发展

张鹭鹭

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卫勤循证决策是提升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指挥与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军队卫勤决策系统性、科学性、反应

性和持续性的重要方法体系。本文在界定卫生循证决策和卫勤循证决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外卫生循证决策的主

要做法，重点介绍了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现状，并对军队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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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卫生循证决策为标志的卫生事业管理基础与
应用研究，已成为国际化发展趋势。其焦点问题是
循证决策的复杂机制及其方法体系对本土化卫生政

策制定的支持作用［１］。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已进入体
制性变革阶段，军队卫生部门面临的多样化军事行
动与突发事件救援的卫勤保障不确定性增强，使得
平时卫生管理与战时卫勤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

局面，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领域［２］。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率先在国内开展

了卫勤循证决策方面研究，建立了卫勤循证决策研
究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军队卫勤循证决策行
动提供了理论基础［３］。

１　卫生循证决策与卫勤循证决策界定研究

１．１　 卫生循证决 策的概念 　 卫生循证决策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是指用循
证医学的思想处理和解决群体的卫生问题，即慎重、
准确和明智地应用现有最佳的研究证据，同时根据
当地情况和民众服务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
切实可行的卫生政策。它是伴随着循证医学（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所采
用的很多方法都是循证医学的方法［４６］。

１．２　卫勤循证决策的概念　卫勤循证决策（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也可
称之为“军队卫生循证决策”，源于卫生循证决策，也
是与“循证医学”相伴随的宏观决策概念。卫勤循证
决策由刚性的决策系统和伴随性的决策支持系统组

成，是以有效“证据”（ｅｖｉｄｅｎｃｅ）为依据，面向全军平
战时卫勤工作的科学决策模式和过程。基础是技术
系统和支撑平台，目的是保证军队战略卫勤决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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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卫生政策制定的系统性、科学性、反应性和持续
性，是卫勤决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卫勤系统的复
杂性决定了卫勤决策必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过

程，卫勤循证决策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蕴含更
大的决策风险。

１．３　卫勤循证决策的内容　卫勤循证决策可分为

决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两部分。其中，决策系统

为卫勤管理机构或决策者，其决策任务涵盖医疗、药

材、防疫防护等各类卫勤保障内容；决策支持系统作

为其伴随性的机构，依据技术系统和支撑平台为其

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完成或者辅助决策系统进行

决策方案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因此，卫勤循证决

策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针对平战时卫勤重大问题

的应急决策，如卫勤保障能力评估、医疗后送体制优

化、减员预计、大联勤体制改革、卫勤工作优先领域

筛选等；二是针对平战时卫勤常规问题的持续决策，

包括数据处理、需求分析、绩效评估和预警监测等内

容。其成果主要是提交的循证报告，包括针对重大

问题的专题论证报告和常规问题的年度报告［３］。

２　国内外卫生循证决策现状

　　卫生循证决策对卫生发展的决定作用已成为全

球共识。以 ＷＨＯ成立的“卫生政策与系统研究联

盟”为标志，循证决策已成为国际上宏观卫生政策研

制水平的重要特征和基本依据，其相应的技术、方法

与手段已成为本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综合

集成实证研究、统计分析、信息技术等，测算各类卫

生政策的干预结果及其指标，获得有效的决策证据，

探索政策制定的可实验性，标志着全球宏观卫生政

策制定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５１０］。

　　２００５年，ＷＨＯ 的卫生循证决策研究网络

（ＥＶＩＰＮｅｔ）在我国京、鲁、川三地建设实施。国家卫

生部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开展的中国循证卫生政策培训

项目（ＨＰＳＰ）拉开了全面开展卫生循证工作序幕。

总体来看，国内外开展卫生循证决策的主要做法如

下：一是积极倡导循证决策的价值取向，重视有效

“证据”在决策中的作用，重视卫生循证决策的培训

和宣传。二是具有卫生循证决策的长效保障机制。

三是具有伴随性的卫生循证决策支持机构。四是具

有多元化的卫生循证决策技术系统，包括模型体系、

系统软件等技术方法。五是重视卫生循证决策支撑

平台的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软、硬件及网络平

台的构建。我国学者也逐渐进行卫生循证决策的实

践活动，如用于研究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进

行孕妇保健政策制定等。此外，还包括英国国际发

展署（ＤＦＩＤ）政策分析单元进行的“中国卫生Ⅷ项

目”，它支持卫生部执行卫生政策改革，改进对贫困

人群的医疗服务，加强政府和卫生部门的能力［１１１２］。

３　国内外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现状

　　在军队卫勤决策方面，美军在《２０２０年联合构

想》中提出了“全维卫勤防护（Ｆｏｒｃ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ＦＨＰ）”的概念，突出“医疗与士兵同在”的卫勤

理念，聚焦卫勤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战伤救治能

力，普遍开展了立体医疗后送、卫勤力量模块化、联

合卫勤指挥与保障的研究，呈现出卫勤理论、技术与

装备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蕴含了卫勤循证决策的理

念与方法［１３］。

　　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研究以军队卫生事业管理研

究所“卫勤循证决策研究”课题组开展的四个方面的

工作为代表。一是卫生循证决策复杂机制研究。以

卫生系统复杂结构机制为内容，建立了基于模型体

系的“模拟实验厅”，进行了系统主体行为的模拟与

政策干预，获得系统焦点问题机制和政策定量研究

工具。二是卫生循证决策技术体系筛选。建立了包

括实证研究、统计分析、信息技术等在内的方法与技

术体系，为建立我军卫勤循证决策技术体系提供了

基础与实践积累。三是卫勤优化决策支持系统和装

置研发。研制了系列卫勤力量优化部署决策支持系

统软件和卫勤指挥作业箱。系统软件具备需求预

测、能力分析、力量部署和效能评估等功能，指挥装

置具有连接信息管理与指挥作业、卫勤指挥与分队

保障、战役指挥与战术指挥等功能。为多样化军事

行动卫勤指挥决策提供了可视化的作业工具和伴随

性的智能化参谋系统。四是卫生循证决策支撑平

台。初步建立了包括技术平台和功能实验室的卫勤

循证决策支撑平台。技术平台包括网络信息平台、

数据库平台和模拟仿真平台。功能实验室包括数据

收集分析实验室、复杂系统（ＣＡＳ）建模实验室，为开

展军队卫勤循证决策提供了技术与平台支撑。

４　卫勤循证决策研究展望

　　作为提升卫勤决策科学性、系统性的重要手段

与方法，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开展与实施必须进入

实质阶段。借鉴国际卫生循证决策开展的经验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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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法，卫勤循证决策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突

破，建立完善的卫勤循证决策网络。

４．１　建立卫勤循证决策的保障机制　围绕卫勤循

证决策，建立决策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两者相互支

撑、优势互补的保障机制。将卫勤循证决策列入重

点工作领域；逐步建立卫勤循证决策相应的机制和

制度，包括任务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与预警机制等，

以及会议制度、通报制度与报告制度等。最终形成

包括卫勤研究与应用的全军卫勤循证决策组织网

络。

４．２　加强卫勤循证决策技术系统建设　通过创建、

引进、集成等方式，充实和完善卫勤循证决策技术体

系，包括数据挖掘、模型构建、软件研发、系统模拟和

装备研发等方法与技术，加强对卫勤决策问题的系

统循证分析，包括信息搜集、需求分析、模拟试验和

预警监测等内容。进一步完善包括软件平台、硬件

平台和网络平台的我军卫勤循证决策的支撑平台，

保证卫勤循证决策的反应性和持续性。同时，充分

利用军队卫生相关文献情报的现有数据，构建卫勤

循证决策信息网络，包括数据的及时采集、充分利

用、广泛共享和动态监测，充分发挥信息的证据效

能，为决策、管理和研究提供有力支持［１４１５］。开展全

面的卫勤循证决策培训，营造卫勤循证决策研究的

氛围，形成重视卫勤循证决策的价值取向，不断提高

卫勤决策支持的能力和决策的水平。形成完善的卫

勤循证决策研究机构网络、研究队伍和技术系统。

４．３　展开卫勤重大问题的循证决策　梳理当前我

军卫勤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建设现代化后勤的战略任

务，筛选出影响军队卫生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

是与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行动卫勤保障及灾害医学

救援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依托军内卫勤循证相关

研究机构，集合全军卫勤研究力量，展开专题循证研

究，储备各类应急预案，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当前，我军卫勤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期和机遇期，

卫勤决策所面临的局面前所未有的复杂，迫切需要

开展卫勤循证决策行动计划，以提高我军卫勤决策

能力。对于完善卫勤循证决策的制度、管理和科技

支撑，控制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制度缺陷和薄弱环

节，减少因不良决策导致的政策性损失，维护军人的

健康权益，提高宏观卫勤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提升我

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卫勤保障能力具有重大的政策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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