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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人员数据库的构建
吴泳兴

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93；

摘要：随着海洋科学和航海事业的飞速发展，落水人员救治是未来海上地方应急的难以避免的环节，而真实可靠

的落水人员数据直接影响着医疗救治训练质量与水平。针对当前海上灾害真实情景中落水人员伤情缺乏、落水人

员指标维度较少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落水人员相关资料及其信息化条件下相关数据库发展情况，提出构

建符合我国海上医护人员需求的落水人员数据库的基本内容及应用场景，旨在提升海上救护人员的训练质效，为

我国未来海上医疗救援真实情景练习提供真实伤情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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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是一个用于存放数据，按照定义好规则的数

据结构来存储和管理数据的计算机系统
[1]
。本文仅借用

数据库的形式，实现落水人员数据内容的呈现与存储管

理。

随着海洋科学与航海技术的迅猛进步，日常发生的

海上事故数量也随之上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

数十万人在海难中不幸遇难。近一个世纪以来，突发性

海洋灾害频发，其造成的破坏力极为严重，使得海上灾

害救援成为了医疗救援领域的一大关键议题和发展方

向
[2]
。与陆上救援相比，落水人员救治还面临着伤情种

类复杂、时效救治迫切、救治条件受限等挑战。医疗救

护训练最核心的内容是基于真实的伤员伤情开展训练，

因此，本文提出以海上医疗救治能力综合提升为目标，

通过收集分析历史落水人员数据，建立与真实情景练习

衔接的落水人员数据库，为帮助提升我国海上卫勤保障

能力和水平提供真实伤情的数据支持。

1.伤员数据库研究进展

在海上医疗救治训练中，伤员伤情数据是提升医疗

救护能力水平的源头和基础。海上伤情救治的医疗决策、

医疗资源配置和伤情医学研究等都需要以足量历史数

据的分析为循证基础。外军海上发展较早且海上战争经

历较多，较早意识到伤员数据库建立的必要性，各国都

将战伤数据库研发作为战伤救治训练建设的重要内容，

通过采集和存储伤员信息来提高战伤救治和卫勤保障

能力
[3]
。表 1举例介绍国外几个较为大型的伤员数据库。

可以发现各国的战伤数据库建设较早，包含指标要素较

多，主要依据历史资料采集数据进行构建，能够支撑各

国训练或科研。

各国伤员数据库构建内容对比

国家/
组织

构建时间 数据库 指标数量 目的

美国
20世纪
90年代

DoDTR 847个数
据项

支持科研工作与实
际伤员救治

英国 2003年 OPEDA
R

未查询到
明细

模拟未来物资消耗

及人员编配等医疗
资源配置

北约 2010年 NCRS 100余个
数据项

数据编码标准化

而我国伤情数据库研究发表内容较少，伤员数据库

应用研究有吕明锐
[4]
等建设了陆军实战化战伤现场标准

化模拟伤员数据库，可用于自救互救培训课程，通过设

计标准化的战现场情景剧本和真人化妆扮演伤员，可满

足未来新形势下的卫勤真实情景练习需求；张洁琼
[5]
等

设计了一种空军标准化伤员发生训练软件系统，为空军

卫勤训练提供标准化伤员案例，为卫勤训练相关研究提

供数据基础。

相较于外军，我国近些年的大型海上战争数据较少，

使得我国构建伤情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挑战，而信息化建

设需求与紧迫性日益凸显
[6]
。当前我国主要通过动物实

验、高仿真模拟人、化妆伤员等形式进行医疗救治训练
[7]
，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训练，真实的伤情永远都

是真实情景练习的源头和基础。因此，本文提出依据我

国海上救援链路，建立落水人员数据指标，形成落水人

员数据表结构，填充历史发生的落水人员伤情数据，构

建落水人员数据库，以期为各项海上医疗救治教学练习

和海上伤情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真实伤员数据条件。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4 期

JZKpublishing 医学研究

1165

2 落水人员数据库构建设计

2.1 落水人员数据指标化

为了确保落水人员救治各项指标数据的完整性、一

致性和准确性，便于伤员相关数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本文首先针对落水人员建立落水人员数据指标。

本研究中的落水人员数据指标体系构建是围绕我

国海上救治链路展开，依据我国院前急诊出诊信息、院

内病历内容，参考结合 AIS 评分与 ISS 评分等资料，从

分析伤情组成的角度出发，进行建立伤员检查、诊断、

救治和后送等指标数据标准。此外，通过搜集整理外军

二战时期及马岛战争等近现代落水人员资料，共包含 9

场战争近 2000 条伤员数据，并参考《中华战创伤学》

等战创伤相关专业书籍资料，逐个抽析、提取与伤员伤

情和救治技术相关的指标和描述，将收集的数据进行标

准化，如部分资料中伤员伤类为爆炸伤、火器伤、枪炮

伤、炮弹伤等，结合伤员临床表现描述，将其分类归为

炸伤或枪弹伤等，确保各指标都是真实可用，便于后续

伤情数据的填充，最后对各项伤情数据及救治信息进行

处理、分析和理解，形成一套落水人员数据指标体系，

包含伤员信息、伤情信息、体格检查、救治信息 4个一

级指标，装备物资、诊断信息等29 个二级指标。

2.2 落水人员数据表构建

关系数据库是基于关系模型的一种数据库，它通过

表格的形式来组织数据。在关系数据库中，数据被存储

在多个表中，每个表由行和列组成。子表为主表或上一

级子表内容所包含的数据。在确定落水人员数据库指标

体系后，本文采用关系数据库的形式，对各个指标要素

进行模块化、规范化的数据表结构构建，便于更加直观

与清晰展示与检索数据。数据表模块内容依据海上救治

阶梯，按照现役医疗船装备器材、药品配备、救治技术

等方面构建，依据落水人员数据库指标体系各指标包含

的要素填充对应子表指标，如伤情信息模块中的子表伤

势信息表（表 2），罗列了伤势包含的轻伤、中伤、重

伤、危重伤、死亡 5个指标。最终形成 4个一级指标的

主表，每个主表下依次有17、5、11、17个数据子表，

去掉重复数据表后，共构建 42个数据表。

2.3 落水人员数据库构建

本研究的落水人员数据库是依据前文所构建的落

水人员救治指标体系和落水人员数据表内容，存储伤员

信息、伤情信息、体格检查及救治信息的数据库。落水

人员数据库中的数据内容，是依据前期收集的院前急救

数据资料及二战以来外军公开落水人员资料等约 2000

条伤员数据，经过对各项数据资料整理分析，对照落水

人员数据库指标体系要素逐一进行匹配，并将各数据进

行标准化转换，剔除缺失二级指标超过 50%的伤员数据

以及与落水人员无关数据，最终整合出100 例完整的伤

员数据，其中在伤类的选择上着重收录了海上环境中特

有的伤病类型，如淹溺、海水浸泡伤、减压病等。

2.4 落水人员数据库应用

该数据库从源头上保证海上情景练习内容的质量

和水平，丰富并规整了落水人员案例，提供海上多级救

治阶梯的伤员数据，使受训者在面临不同救治链路的落

水人员时能更加迅速、准确地实施处置，真正提升海上

救援能力。该数据库能在模拟海上各级救治链路以更加

科学合理伤情信息进行呈现，使受训者们能在海上环境

下实施临机处置批量伤员，包含同一伤员在不同海上救

治阶梯及不同伤员在同一海上救治阶梯的对应伤情与

处置措施，受训者能更加全面熟悉海上各级救治链路的

流程与伤员处置要点，为未来岗位任职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岗位能力提升上，对医疗分队人员进行基

于落水人员案例库的赛道式案例教学集训，数据库支撑

该案例库的构建，通过对数据库中同个伤类下不同伤员

伤情的总结凝练，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案例素材，设置由

常见基础单一伤情到复杂综合的伤情层级，并加入伤员

产生时的战争背景和环境的描述，实现从简单到复杂、

从单一数据到多元案例的转变，丰富现有海上伤员伤情

资源。

3 展望与思考

随着全球海洋活动的日益频繁，海上突发事件的发

生概率和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对海上应急救援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落水人员数据是支撑提升海上救

治能力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海上医学研究与海上应急

急救教育创新的关键。落水人员数据库的构建旨在通过

对历史伤员伤情的指标要素分析，实现伤员数据库的信

息化、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实现教学、科研等综

合功能。该数据库既可应用于虚拟仿真项目里，着重于

医护人员对伤员救治思维判断训练，亦可应用在现实模

拟情景案例中，仅通过调整伤员数据库中生命体征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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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变化和不同的伤情信息描述，能有效避免现实中人为

扮演的伤病员带来的实际操作误差
[12]
。该数据库既为情

景练习提供了符合落水人员特点的模拟伤员，又紧贴海

上救援条件，满足现代医疗人员平时培训需求。但是在

实际构建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数据

库主要通过人工手动筛选组合各落水人员救治要素，存

在单一伤类居多、伤员数据量较少、人工构建效率低下，

并且由于人员疏忽可能导致不合理的伤情产生等问题。

此外，根据落水人员数据的收集及分析，现代落水人员

伤情更加复杂，尤其是心理损伤比例不断上升
[10-13]

。

综上所述，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如今医疗领域扮

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也将在未来海上救援信

息化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如持续搜集更多真实落水

人员数据信息及伤情研究资料，结合人工智能的深度学

习等技术，为数据库自动补充更多数量与种类的真实伤

员数据。同时，下一步计划增加海上环境指标要素等模

块，如海啸、触礁、爆炸、武装冲突等情景，进行数据

指标化，丰富完善落水人员数据库，使之可以为更多的

海上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应用。目前该数据库已成功应用

于模拟仿真方面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项目中，现实

中应用于演习演练、课程教学、培训考核等场景下，未

来也可以考虑与模拟人厂家共同开发由数据库支撑、人

工智能算法驱动的高级仿真模拟人
[14]
，可充分利用该伤

员数据库开发以伤情变化为驱动，加强各级救治机构之

间联系，提高海上真实伤员模拟质量，以最大程度地满

足未来海上医疗救援真实情景练习和海上伤情科研的

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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