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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肾癌是泌尿系常见肿瘤，需长期随访，传统统计及随访方式已逐渐不能适应现代临床及科研需求，我们尝试建立基于

网络的肾癌随访系统，满足临床实际工作和科研需求。方法：以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7软件构建数据库管理系统，分为资料

录入模块、检索分析模块、网络随访模块，选取我院 2008.5至 2012.12收治的 132例肾癌患者，将资料录入已建成的数据库，利用

网络随访辅助传统随访方式进行随访。结果：构建的肾癌随访数据库，能够实现授权账户登录，检索、分析、肿瘤自动评级等功能，

可根据不同检索条件筛选出适合病历，在传统随访方式的基础上联合应用网络随访方式可提高随访效率及随访率，并能获得更

详实的随访资料。结论：基于网络的肾癌随访系统操作简便，能够实现无纸化管理，数据详实，检索便捷，为科学制定治疗方案提

供帮助，可一定程度上提高随访率及随访效率，降低失访率和患者就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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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Follow-up
System Based on Network*

Renal cancer is the common malignant cancer in Urology System, and long-term clinical follow-up is

required.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and follow-up mode has no longer adapted to the modern clinical work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ur study

was to try to build a network follow-up database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work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stablished a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07, which contained the input module, analysis

module and network module. Collected 132 patients with kidney cancer (from May 2008 to December 2012), then inputted the data into

the database and used the network to assist traditional follow-up. A renal cell carcinoma follow-up databas achieve the

authorized account login, retrieval, analysis, automatic grading and other functions. Based on multiple criteria, the combined network

follow-up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rate of follow-up,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get a more detailed follow-up data.
Network based renal cell carcinoma follow-up system is simple in operation, can achieve paperless management, increase

the rate and efficiency of follow-up and reduce the cost of follow-up and treatment.

Renal cell carcinoma; Database; Network; Follow-up

前言

肾癌即肾细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 RCC），是起源于肾

小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占所有原发恶性肾肿瘤的 85%[1]，泌

尿系肿瘤中发病率仅次于膀胱癌，常规放化疗效果均不理想，

手术是治疗肾癌的首选方法，但约 20%-30%的患者术后出现

复发或转移[2,3]。因此对肾癌术后患者的随访尤为重要[4]，随着需

随访患者的增多，随访时间的延长，需统计的临床信息越来越

大，工作繁杂耗时，为适应大量临床数据整理、储存、分析需要，

必须应用信息化的管理的方式[5]。同时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

口流动性较以往明显增大，传统的随访方式已渐渐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网络随访的方式优势则较为明显，目前国内尚

未建立整合随访功能的肾癌专病数据库，我们尝试建立一种基

于网络的肾癌随访系统（RCC follow-up system），以肾癌随访数

据库整理、储存、分析患者临床信息，以网络随访辅助传统随访

方式便捷获取患者随访资料，便于下一步开展科、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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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软件选择

以 Microsoft Office Access2007为基础构建数据库。以“网

题”软件生成调查问卷。

1.2 数据库的建立
1.2.1 病历资料录入模块 根据肾癌特点，设计字段，如 ID号、

姓名、性别、年龄、发病年龄、确诊时间、肾癌部位、手术方式、术

后病理、肿瘤分期、术后治疗方案、生化指标等构成病历资料录

入模块（medical record data inputting module, MRDIM）。
1.2.2 影像资料录入模块 每名患者建立超链接直接对应影像

库内患者影像学资料，如超声图像、CT、MRI、病理图像等构成

影像资料录入模块（image data inputting module, IDIM）。
1.2.3 检索分析模块 以上述字段为基础，设计检索，检索结果

以 excel导出，便于 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统计分
析，根据肾细胞癌诊断治疗指南中 AJCC肾癌 TNM分期、影响

转移性肾癌预后的危险因素评分和体能状态评分标准分别设

计自动分期、评分功能。上述功能构成检索分析模块（retrieval

analysis module, RAM）。
1.2.4 网络随访模块 互联网建立网络随访页面，以患者住院

号为登录用户名，设置答题卡式问卷，生成数据与病历资料模

块建立链接，共同构成网络随访模块（network follow-up mod-

ule,NFM）。
如图 1所示：

1.3 资料选择
2008.5至 2012.12在我院接受治疗的肾癌患者共 132例，

按上述字段内容逐项录入。

1.4 随访

通过传统随访方法与患者取得联系，获得患者相关随访信

息，并告知网络随访登陆网址，同时争取获得患者或家属的网

络联系方式。与下级卫生机构医护人员合作，定期汇总随访结

果。

2 结果

2.1 登陆

输入预设定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可登入系统，进行资料的录

入、检索、输出等操作，增强了数据库的保密性。

2.2 自动计算分期、预后危险预测

数据库建成后可根据患者相关信息自动生成肿瘤 TNM

分期、转移性肾癌危险因素评分并分组、自动计算体能状态评

分，去除了人工计算评分步骤，减少了干扰因素，提高了计算的

准确性，为判断患者预后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依据。

2.3 影像资料
按资料类别，检查时间等分类，可便捷查询患者影像资料，

观察患者病情演变，综合评估患者病情，并可根据影像资料特

征进行筛选。

2.4 检索分析

数据库能够根据设计字段进行单项筛选和多重筛选，获得

满足不同筛选组合的病历资料，同时检索结果能够以 excel格

式导出，便于后续统计分析。

2.5 随访资料获得

应用网络随访方式可便捷获取患者随访信息，答题卡式问

卷随访便于患者录入随访信息，同时可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减少

主观因素的影响，随访信息以 excel格式储存，便于导入数据

库。以网络随访辅助传统随访方式提高了随访率和随访效率，

降低了因患者地址或联系电话变更所致的失访率。

3 讨论

肾癌在我国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仅次于膀胱癌，近

年来发病率明显上升，手术为首选治疗方法，术后一般需长期

随访。电子病历系统的应用降低了统计工作量，但尚不能完全

满足肾癌专病治疗的需要，后期检索、统计、整理资料时仍较繁

琐、耗时、耗力，容易造成部分资料统计错误或缺失，最终影响

科研工作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6,7]。信息资料的数字化、

网络化是科学化管理临床病案的趋势，我国从 20世纪 80年代

开始将数据库技术应用于临床专科病案的管理[8,9]，但高级语言

开发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专业性过强，不易被临床医师尤其是基

层医师掌握及推广使用。且此类数据库虽然功能繁多，但很多

主要功能是用来进行医院病历信息系统管理，检索功能、项目

单一，提取科研所需临床资料较困难，存在患者院外信息难以

纳入等缺点。以 Access软件建立专用数据库可以很好的解决

上述问题，专病专用弥补了单纯依靠电子病历系统检索的不

足。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符合临床实际工作、科研和教学需要

的相关数据，为个人化的癌症治疗提供基础[10-13]。

目前国内构建的专科数据库主要是以 FoxPro 及 Access

作为开发平台。Access是Microsoft office组件之一，是最常见、

简单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它结合了 Microsoft Jet Database En-

gine和图形用户界面两项特点，提供了可视化的研发工具，大

部分数据管理任务不需要专业的编程管理。能够与 Word、Ex-

cel等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外，还可以与其他数据库进行数据

共享和交换[14,15]。肾癌随访系统以 Access构建专病数据库主要

有如下优点：①操作简便，上手快，与其他软件信息转换方便。

②Access自身的功能特点能够使数据表单形成一对一、一对多

的交叉网络关联，便于检索控制，提高工作效率。③窗体设计方

式，非专业人员能够无需专业培训根据工作需要设计数据库。

④可与 SQL Server数据库软件连用，构建数据库操作和后台支

持系统，便于网络数据的存储、提取和利用。⑤数据库资料能够

以 excel格式导出，便于直接应用 Spss等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16,17]。

图 1 随访系统组成示意图

Fig. 1 Follow-up system schematic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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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发展的社会致人口流动性增大，患者入院时登记的家

庭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变更频繁，上述原因造成了传统

随访方式（书信、电话等）失访率较高，延误了患者疾病的诊治，

同时影响了科研工作所需数据的准确性[18]。网络社会的迅猛发

展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19,20]，与传统联系方式不同，网

络联系方式如电子邮件地址、博客、即时通讯软件账号等多不

易变更，通过网络随访辅助传统随访方式可提高随访率，同时

网络随访获得信息可直接与数据库系统对接，避免了二次转录

产生的人为因素干扰，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率

将进一步提高，应用网络进行随访的优势也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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