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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构想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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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地理信息对实现未来远海作战及非战争军事行动中伤病员的防与治、救与送，疾病的防与控，药品

器材的补与用有重要意义。我们搜集、整理世界范围 181 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港口城市的自然地理、社会地理、医学

地理、军事地理信息，构建了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该数据库可提供快速、高效的信息支撑和辅助决策，

有助于实施及时、有效的海上卫勤保障，促进我国海军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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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and design of a global naval med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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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on, treatment, rescue and delivery of the 
wound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supplement and use of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We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he natural geography, social geography, medical geography and milita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of 181 coastal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constructed a global naval med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base. This database can provide 
fast and efficient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decision support, and contribute to implementing naval medical support timely and 
effectively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val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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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是以实现某种目的为导向、按照特定规

则储存数据的“仓库”，具有组织性、共享性、独

立性、冗余度的可控性、灵活性等特点[1]。当前，

“经略海洋”已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国家发展的重

要战略步骤，我国海军正由“近海防御”向“远海

防卫”战略转型，“走出去”的深蓝海军更需要掌

握相关海域、国家和地区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地

理、医学地理、军事地理信息在内 4 个方面的详细

资料，并在计算机技术尤其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

支撑下，构建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

1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

1.1　为平时海军卫生建设提供参考　在平时，海

军卫生部门利用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的

海军医学地理要素，尤其是自然地理中的地貌、

地形，社会地理中的行政区划、工农业生产、交

通以及医学地理中的卫生资源、传染病、流行

病、地方病等对国内外沿海卫生机构设施进行布

局与建设[2]，全面规划海军沿海及岛岸区域的卫生

力量建设，使之适应军民两用的陆海空一体化保

障体系及未来战争的要求。

1.2　为战前海军卫生动员提供资料　全球海军

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国内要素是战前卫生动员

必备的数据信息资料，可提供沿海地区的卫生行

政机构、医疗防疫机构及卫生技术人员数质量信

息，供海军卫生部门参考。战时根据海战场实际

需要，在港口区域建立医院基地，在陆岸地区建

立一线医院基地及后方医院基地，于沿海港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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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域动员医疗卫生力量，完成海上和岛岸大批量

伤病员救治任务，解决战时海军部队医疗卫生人员

不足的问题，缩短动员周期，提高卫生部门工作 
效率[3]。

1.3　为制定卫勤保障计划提供依据　当前情况

下，我国舰艇编队出访需预先派遣人员调查当地地

理信息特征，而后回国制订卫勤保障计划。该方法

费时、费力、成本高昂，且内容分散、不成系统，

易出现疏漏。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并不能替代传统的

调查技术，但它可以作为应对措施的宝贵补充[4]。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可提供定期迭代的最

新信息，可减少部分战前卫勤侦察、卫生侦察、流

行病侦察及对地方医疗卫生机构战救能力、交通运

输工具和可动员的人物力等情况的调查[5]，从而大

大缩短计划制订周期，大大节省海战机动时间。

1.4　为确立医疗后送体系提供支撑　海上战时伤

病员医疗后送体系一定要与该地区地理环境相适

应，陆、海、空一体化医疗后送体系的构建应以全

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使用卫生运输

工具时，了解和掌握相关港湾、港口的水深、气象

情况及码头的数量、承载能力情况尤为重要，码头

泊位面积、承载伤病员及运输工具一次通过量与容

纳量等信息更是重中之重；实施海上伤病员医疗后

送时，要根据自然地理条件规定运输工具航路、航

向、码头、航行时间及批量；设置岛岸地区后送体

系时，要以海岸、港口等条件明确各级救治机构布

局，规定各个展开位置及机动方向[6-7]。

1.5　为海上特殊作业卫勤提供保障　全球海军医

学地理信息与海上特殊作业卫勤保障直接关联，如

海底地形、地貌及海流层次情况，风浪、潮汐及海

水透明度状况，气温、海平面上下温差变化情况，

海洋生物毒素及其他伤害人体可能性，潜水军医数

质量及加压治疗设备，海上危重伤病员复苏设备、

救生舰艇、救生器材及运输工具等。在实施海上特

殊作业时，需要充分掌控各个地理要素，依据卫勤

任务结合现实条件，制订有效、合理的卫勤保障计

划，更好地完成特殊作业环境下的卫勤保障任务[8]。

2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建立标准及流程

按照远海作战方向卫勤地理信息数据模型规

范标准要求，在落实全球医学地理信息数据标准的

基础上，设计多维数据库，搜集世界 181 个沿海国

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 150 个，地区为 31 个）的

自然、社会、医学（医学信息仅搜集沿海城市部

分）及军事地理数据资料，完成信息数据到多维数

据仓库的录入，通过军事综合训练网实现数据信息

的管理与共享，支撑信息数据的在线分析及相关组

织机构的协作，实现地理信息数据的可视化呈现 
与查询。

2.1　数据源　运用文献回顾、专家访谈法确定所

要收集数据的目录范围，由联合参谋部情报局、外

交部信息中心、海军医学情报室及海军军医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协助开展地理信息

搜集工作。数据部分：通过数据收集、整理等实现

对海量数据的筛选、挖掘，以提取系统所需的相关

数据，遵循资料的权威性、专业性、针对性、精炼

性四大原则完成筛选和整理[9]；数据库部分：通过

字典建立、逻辑结构设计及安全保密设计完成数据

库的集成。

2.2　数据库结构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

库是基于 TerraExplorer Pro 6.51 平台开发的应用

系统服务及配套基础数据的整合处理，是基于中

心存储模式下的 B/S 和 C/S 混合架构的开放体

系结构，以 .NET 作为基本开发工具，包含地图

管理发布子系统（服务端）、二维三维协同子系

统（服务端）、信息交换子系统（服务端）、信

息表达子系统（服务端）、业务信息管理子系统

（浏览器端）、地理分析子系统（浏览器端）、

军事标绘子系统（浏览器端）、三维仿真子系统

（客户端） 8 个功能模块。

数据库运用基于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模型，

分空间数据及属性数据两部分。空间数据部分使用 
WGS84 大地基准以确保位置准确，属性数据按照

目录范围存储相应属性数据，具有较好的可视化效

果及便捷的交互体验[10]。

2.3　数据库功能实现　数据库可实现全球沿海国

家和地区二维三维一体化的地理信息资源处理及表

达，通过鼠标拖动及滚轮实现基本地图浏览功能，

可自由实现地图的漫游、放大、缩小和标绘，以及

数据的储存、查询、分析、统计、输出、传输和管理。

在医学地理信息方面，鼠标置于医院符号上

即可获取医院的简要信息；鼠标点击后会显示医院

的详细信息，包括科室、人员、床位、设备等；鼠

标点击科室会显示科室内医务人员的相关信息。除

了按名称查询外，还包含医院统计、疾病预防措施

等板块，用以了解沿海国家和地区医疗机构详细信

息。在军事地理信息方面，可查询军事重要目标属

性，包括军事目标的名称、国家及类型。

2.4　软硬件环境　数据库二维应用部分无需安装

任何插件，三维应用部分需安装 TerraExplorer Pro 
6.51 软件，操作系统采用 Windows7 Professional，
浏览器采用 IE 或 IE 兼容浏览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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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内容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涵盖世界 181 个 
沿海国家和地区港口城市的自然地理、社会地理、

医学地理（沿海城市）、军事地理信息，包括亚洲

（36 个国家）、欧洲（29 个国家、1 个地区）、

非洲（38 个国家、6 个地区）、大洋洲（14 个 

国家、10 个地区）、北美洲（23 个国家、13 个地

区）、南美洲（10 个国家、1 个地区）。除卫生行

政机关、医疗及卫生防疫机构、当地卫生状况、传

染病与流行病等医学地理信息外，相应海域的自然

地理环境、岛屿、码头、港湾锚地、外交等均与我

国海军舰艇出航密切相关[11]。详见图 1。

表 1　系统软件配置清单

软件类别 软件项 产品 说明

数据库 Database SQL Server 2008 R2 数据存取

二维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Software ArcGIS Server 10.3 WEB 应用服务支撑平台

三维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Software TerraExplorer Pro 6.51 三维仿真系统支撑平台

桌面 浏览器 IE8 或火狐浏览器 客户端浏览器

图 1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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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应用与展望

4.1　数据库建设难点问题　全世界 181 个沿海国家

和地区所涵盖的自然地理、社会地理、医学地理、

军事地理信息数据资料中，自然地理、社会地理部

分对外公开，较易查询，难点在于信息来源的真伪

鉴别及细致程度的把握；医学地理信息稀少、军事

地理信息保密，相关信息的搜集与挖掘存在困难。

我国曾于 20 世纪末收集国内地理信息数据，但对

周边乃至世界各国的地理信息数据采集不全[10]，极

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构

建。同时，动态变化的数据需要在使用过程中与出

海航船、护航编队等保持密切联络，定时、定期迭

代更新，保证数据库的精准，这是一项长期且繁重

的工作，需专人及专业团队进行维护[12]。

4.2　技术方法成果　技术方法成果可归纳为 4 个
“一”：一个云平台，包括自然地理、医学地理、

军事地理数据库及相关数据访问服务；一套维护工

具，用于对云平台数据库、数据服务的运行及编辑

维护、实时更新；一个综合信息应用平台，为方案

推演、专题制图、辅助决策、位置感知等功能提供

基础数据支撑[13]；一个 APP，用于便携式卫勤综合

信息查询，军用设备先考虑单机版，开放性数据分

类做终端 APP，实现平台融合。

为贴近海军实际需求，基于信息保密的考虑、

知识产权的考虑以及在信息静默和强力干扰时稳定

性的考虑，应以单机版作为全球海军医学地理信息

数据库的主体[9]，这样既可整合至海军一体化指挥

平台、军事综合训练网实现数据信息的管理与共

享，为海军环球航行、远海作战卫勤保障提供有力

支撑，又可脱密处理后服务于地方远洋、渔业等部

门，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技术支持。

4.3　数据库建设的意义　建立全球海军医学地理

信息数据库是应用较为成熟的计算机技术改善数据

存储、数据查询、数据分析方法的良性探索，可大

大提高工作效率[14]，为最终更好地实现未来远海作

战及非战争军事行动伤病员的防与治、救与送，疾

病的防与控，药品器材的补与用提供高效的信息支

撑，便于实施及时、有效的海上卫勤保障，促进我

国海军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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