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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市睡眠医学大数据平台建设的建议 

 

南京预防医学会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下，南

京地区睡眠障碍患者检查覆盖率日益提升，有效治疗率大幅度提

升，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2021年,南京

市委 1 号文中明确提出：强化新医药与生命健康等领域先进技术

和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基于此要求，我们调查了南京市几家大型

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及社区医院睡眠中心发展及睡眠障碍患者就

诊情况，发现由于各医院睡眠诊疗发展的不平衡，该类患者缺乏

统一的科学管理。针对南京市目前睡眠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以期能够科学管理南京市睡眠障碍患

者，规范化治疗，节约医疗资源，避免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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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京市睡眠医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睡眠中心建设缺乏统一标准 

近年来，虽然各大医院积极建立睡眠中心，但是总体上发展

并不平衡。调研发现，许多单位在睡眠中心建设、睡眠障碍疾病

的诊断及治疗及睡眠数据的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并且各单

位在睡眠大数据的类型、格式尚不兼容，限制了我市建立多中心

睡眠医学的管理平台，难以开展多中心的睡眠障碍疾病研究。 

2.睡眠医学人才培养不足 

睡眠障碍诊疗需要专业的睡眠医师及技师，我市目前从事睡

眠诊疗的医务工作者多是神经科、呼吸科、耳鼻咽喉科及精神科

等学科的医生，非睡眠医学专业背景，对睡眠疾病的诊治存在一

定的偏向性，缺乏专业睡眠医学人才培养机制。 

3.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发展不均衡 

调查显示，南京睡眠障碍诊疗中心分布不均、水平不一，高

水平睡眠障碍诊疗中心机构多集中在主城区的三级医院，基层单

位普遍不具备开展睡眠诊治的条件,对一些罕见的睡眠-觉醒障碍

缺乏辨别能力，易造成误诊，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诊疗。 

4.睡眠医学大数据管理平台缺乏 

近年来，建立多中心的医疗大数据管理及云平台越来越受到

重视。但是，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南京市各睡眠研究机构普遍存

在各自为战、整体规划不足、资源分散及数据共享困难等诸多问

题，我市睡眠医学管理平台的建设仍处于空白。严重制约了睡眠

医学的发展和临床研究成果的转化。因此，建立多中心、大规

模、标准化的睡眠医学管理平台十分必要。 

5.睡眠医学研究体系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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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研，南京地区的睡眠研究较为落后，尚未形成体系，

不能很好地把握国际研究热点和难点。另外由于缺乏睡眠医学的

管理平台，使得从事睡眠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缺乏有效果沟通，

研究内容往往脱离临床实际，许多研究成果得不到临床转化。 

二、 关于南京市睡眠医学发展的建议 

1. 建设统一规范化标准化的睡眠中心 

    参照国外先进睡眠健康中心的经验，建设南京市规范化、现

代化睡眠健康中心。 

2.建立睡眠医学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建议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通过政府-医学院校-医院三方合

作，将睡眠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来建设，建设完善的人才梯

队及培训体系，搭建睡眠专业人员学习交流平台。 

3.建立新型远程医疗诊疗模式 

建议市政府相关业务管理部门，组织南京市各大医院相关专

业临床的专家，成立南京市睡眠医学发展科学管理中心，建立

“中心-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医院”的睡眠诊疗的网络管理体

系，中心成立专家委员会，并在南京市几个大型三甲医院成立分

中心。同时利用网络搭建基于全市的多中心睡眠医学大数据管理

平台。 

4.搭建多中心的睡眠医学大数据管理平台 

建议政府部门利用网络资源构建多中心睡眠医学管理平台，

根据患者的睡眠状况，由中心组织相关专业医生为其进行健康评

估，与患者共同制定出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此外,该数据管理

平台包含患者基本信息、病例资料、化验检查、影像学检查、量

表评估、诊断、治疗及随访等模块，可用于对睡眠障碍疾病信息

的储存及管理，探索睡眠障碍的病因及影响因素、临床特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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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心理特征，对疾病的转归和有效的治疗提供数据支持，对大规

模、多中心的睡眠障碍疾病的研究提供临床研究依据。 

5.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搭建转化医学平台 

实施“生命健康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建议政府部门生命协调

医院-研究机构-药企，开发具有独立自主产权的新药物及其他治

疗手段，提高我市睡眠领域研究自主创新能力。针对睡眠医学领

域存在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脱节的问题，鼓励和发展睡眠相关研

究的成果转化，为科学研究与临床转化之间搭建桥梁，以实现我

市睡眠研究成果应用的最大化，推动我市、我省乃至全国的睡眠

研究领域转化医学的进步。 

 

 

执笔人： 

张  丽  南京脑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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