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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Abstract 
呼吸系统疾病不仅发病率高，致残率也高，给社会和国民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其中，以慢阻肺、肺炎以及哮喘为
典型代表。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研究，预计至 2020 年时慢阻肺将占世界疾病经济负担的第五
位。肺炎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住院病人死亡率高达 12%。哮喘是一种普遍的慢性疾病，具有不易治
愈，环境敏感等特点。哮喘患病率几乎以每 10年 50％的速度增长，其造成的疾病负担约占全球所有疾病伤残调
整生命年的 1％，与糖尿病相当。医学研究显示，环境因素对上述疾病的发作均有较大影响。目前，针对特定疾
病进行医疗资源管理的研究还不成熟，而考虑环境因素的呼吸系统疾病医疗资源配置优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从医疗资源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研究空气污染及不同诊疗方案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医疗资
源需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本研究以哮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包
含以下两个部分：1.空气污染因素及不同诊疗方案对哮喘患者医疗资源需求影响研究。空气污染对哮喘发病的影
响具有多诱因、多层次的特点；此外，不同诊疗方案的诊疗效果及医疗资源消耗均不相同，从而在社会资源配置
层面不存在最优诊疗方案。因此，从污染物、提前期以及污染程度三个空气污染方面，考虑不同诊疗方案，基于
成都市环境监测数据以及成都市医疗保险数据等大数据源，运用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隐马尔科夫模型估计等
数据挖掘技术，研究空气污染与哮喘患者医疗资源需求状态间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的影响。2.考虑空气污染因素的
哮喘病医疗资源配置优化研究。基于前项研究所获得的，不同空气污染及诊疗方案情况下的哮喘患者医疗资源需
求状态间的转移概率，运用随机动态优化方法，以社会负担（如未来的医疗资源需求）最小化的目标，得到各决
策阶段内资源使用方案（即诊疗方案的选择）及有限医疗资源的配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