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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医保基金监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医

保基金监管模式主要依赖于人工抽检和事后核查，存在效率低下、覆盖不全、难以应对复杂违规行为等问题。同时在

数字化时代，医疗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患者的隐私保护、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医疗机

构的信誉与社会稳定。因此，构建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应用系统，成为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

保障基金安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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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upervis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raditional regulatory model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mainly relies on manual 

sampling and post verification, which has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complete coverage, and 

difficulty in dealing with complex viola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medical dat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and its secur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patients’ privacy,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reput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refore,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upervision platform application system based 

on cryptographic cloud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 supervision and ensure fu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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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医保基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广。同时，随着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为医保基金监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其中，密码云技术以其高安全性、高可用性、动态伸缩性

等特点，在保障数据安全、提升监管效率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因此，将密码云技术应用于医保基金监管领域，构建基于密码云技术的

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应用系统，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通过引入密码云技术，实现医保数据的集中存储、高效处理和安全传

输，提升监管效率和准确性，利用智能审核和实时监控功能，实现对医保基金使用的全方位、全天候监管，及时发现并预警违规行为，

通过数据加密、密钥管理、安全认证等手段，确保医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通过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功能分

析，为医保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医保政策的精准实施和落地，本研究将密码云技术与医保基金监管相结合，探索新的技

术应用模式，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一、密码云技术概述

在构建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的过程中，密码云技术作为一

项关键技术，对于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及系统的可靠性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对密码云技术的定义、特点及其关键

组成的详细阐述 [1]。

密码云技术是将密码学原理与云计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

旨在通过云计算平台提供安全、高效的密码服务。它利用云计算的

弹性扩展能力、高可用性和灵活性，结合密码学的加密、解密、签

名、验证等核心技术，为各类应用提供安全可靠的密码保障。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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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安全性、高可用性、动态伸缩性、易于管理等特点：

高安全性体现在密码云技术采用先进的加密算法和协议，确保

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高可用性表现

为通过云计算的分布式架构和冗余部署，实现密码服务的持续可用和

快速恢复；动态伸缩性则是根据业务需求自动调整密码服务资源，满

足高并发、大数据量的处理需求；最后是提供统一的密码管理界面和

API接口，简化密码服务的部署、配置和运维，便于管理 [2]。

二、密码云技术在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系统中的关

键技术

（一）对称加密技术

对称加密技术是一种使用相同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的密码技

术。在基金监管数据分析系统中，对称加密技术可以用于对大量

数据进行快速加密，提高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效率。常见的对称加

密算法有 AES、DES 等。

（二）非对称加密技术

非对称加密技术是一种使用公钥和私钥进行加密和解密的密

码技术。在基金监管数据分析系统中，非对称加密技术可以用于

数字签名、密钥交换等方面，为数据的完整性和身份认证提供保

障。常见的非对称加密算法有 RSA、ECC 等。

（三）哈希函数

哈希函数是一种将任意长度的消息映射为固定长度的哈希值

的函数。在基金监管数据分析系统中，哈希函数可以用于数据的

完整性校验和数字签名等方面，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常

见的哈希函数有 MD5、SHA-1、SHA-56等。

（四）数字证书

数字证书是一种由权威机构颁发的电子文件，用于证明用户的

身份和公钥的合法性。在基金监管数据分析系统中，数字证书可以

用于用户的身份认证和数字签名等方面，为系统的安全提供保障。

数字证书通常由证书主体、证书颁发机构、证书有效期、公钥、数

字签名等部分组成。证书主体是指拥有证书的用户或设备；证书颁

发机构是指颁发证书的权威机构；证书有效期是指证书的有效时间

范围；公钥是用于加密和解密数据的密钥；数字签名是证书颁发机

构对证书内容进行签名，以确保证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

（五）身份认证协议

身份认证协议是一种用于验证用户身份的协议。在基金监管

数据分析系统中，身份认证协议可以用于用户的登录认证、权限

认证等方面，确保只有合法的用户才能访问系统。常见的身份认

证协议有 Kerberos、SSL/TLS 等。

三、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需求分析

（一）功能需求

1.数据采集和存储

平台需要能够实时采集医保基金相关的数据，并将其存储在

密码云中。数据采集包括医保缴费数据、医疗费用数据、个人信

息等。数据存储需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同时支持数据

的快速检索和查询。

2.数据分析和挖掘

平台需要具备数据分析和挖掘的能力，能够对医保基金的使

用情况、资金流向等进行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和风险点。同时，

平台还应该支持数据可视化，将分析结果以图表等形式展示，方

便监管人员进行决策和管理。

3.风险预警和监测

平台需要具备风险预警和监测的功能，能够根据设定的规则

和指标，实时监测医保基金的使用情况，并发现异常行为和风险

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平台应该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信息，提醒

监管人员采取相应的措施 [4]。

4.权限管理和审计

平台需要具备权限管理和审计的功能，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

能访问和操作敏感数据。平台应该支持多级权限设置，以及对操

作日志的记录和审计，方便追溯和责任追究。

5.接口对接和数据交换

平台需要与其他医疗信息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实现数据的交

换和共享。平台应该支持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协议，确保数据的

一致性和互通性。

（二）技术需求

1.密码云技术

平台需要采用密码云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密

码云技术可以对数据进行加密和解密，防止数据泄露和篡改 [5]。

2.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平台需要具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能力，能够处理海量的医

保基金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和挖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

助发现异常情况和风险点，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性。

3.数据可视化

平台需要支持数据可视化，将分析结果以图表等形式展示，

方便监管人员进行直观的理解和决策。

4.接口技术

平台需要支持与其他医疗信息系统进行接口对接，需要具备

接口技术和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协议。

四、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基金监管平台应用系

统实现方案

（一）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监控系统

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基金监管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

而细致的过程，它涉及到多个技术层面和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

旨在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医保基金的管理效率和安全

性。从以下四个方面（远程视频查房、就医身份认证监控、医疗

设备管理、个人就诊信息共享平台）进行的具体阐述：

1. 远程视频查房系统是医保智能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利用云计算和视频通信技术，允许医保监管人员在不到现场的

情况下，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实时或定时的远程查房。这不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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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查房效率，还降低了行政成本，并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违

规行为。通过搭建稳定的视频通信平台，确保查房过程中的视频

流畅和画质清晰。将查房视频存储在云端，支持随时回放查看，

以便后续分析和处理。结合密码云技术中的身份认证功能，确保

查房人员的身份真实可靠，并防止非授权访问 [6]。

2.  就医身份认证监控是防止医保欺诈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密

码云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对参保人员的就医身份进行实时验证，

确保人证相符，防止冒名就医等欺诈行为。采用指纹识别、面部识

别等生物识别技术，对参保人员的身份进行快速准确的验证。将生

物识别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并通过安全的网络通道传输至医保智能

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建立医保欺诈黑名单数据库，对发

现的欺诈行为进行记录和跟踪，并实时更新黑名单信息。

3.  医疗设备管理是医保智能监控系统的重要补充，通过对医疗

设备的实时监控和管理，确保医疗设备的正常使用和合规操作，防止

因设备问题导致的医保基金浪费和欺诈行为。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医

疗设备连接到医保智能监控系统中，实现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管理 [7]。

4. 个人就诊信息共享平台是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构建

的，旨在实现参保人员就诊信息的全面共享和高效利用。通过该

平台，医保管理部门、定点医疗机构和参保人员可以方便地查询

和使用就诊信息，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利用云计算和大

数据技术，将参保人员的就诊信息进行统一存储和管理，实现跨

地区、跨机构的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互认机制，确

保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就诊信息能够无缝对接和共享。在信息共

享的过程中，严格遵守隐私保护法律法规，建立严格的权限管理

制度，确保个人就诊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二）基于密码云技术的医保智能基金监管系统模块设计

分解住院模块实时收集医疗机构的住院患者情况，分析医疗行

为，识别潜在的违规行为，应用算法或数据模型来自动监测异常模

式。对住院间隔过短和住院频次过高的诊疗行为进行监管，系统会应

用算法或数据模型来自动监测异常模式 [8]。过度诊疗模块识别包括不

符合诊疗规范、无依据或理由的检查治疗和用药，如套餐式检查、无

阳性结果的多次大型仪器检查等 。此类行为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

加重患者负担，并可能导致医保基金损失。重复诊疗模块对诊疗项目

进行监管，一般情况下医药机构在一定周期内对同一对象，开具相同

诊疗项目的诊疗次数会有规定次数（排除特殊病种和特殊诊疗项目：

如糖尿病血糖检查），超过规定次数的系统会自动筛选出来，暴露成

疑点，规范医药机构的相关医疗行为。转嫁获益模块识别让患者到院

外药店或机构自费购买贵重药品或耗材；通过不同账务系统，部分费

用以自费形式结算；隐形自费，即将可报销费用转嫁给患者；以及异

地手工报销中的费用隐藏等 ，针对以上事件提高识别违规行为的准确

性和效率。不合理入院模块杜绝医疗机构将无需住院治疗或在一般门

诊即可治疗的患者收治住院，通过实施监管和数据分析对只检查无治

疗、无检查只有药物治疗、仅有物理治疗无药物治疗、降低标准入

院、虚假入院等行为。监控规则管理模块依据法律法规、药学知识等

基于密码云技术制定知识库和规则库大模型，规则的阈值的修改可以

可以随着模拟测验、核对病例、监管经验不断完善等确保规则的有效

性和精准度。监控指标管理模块遵循遵循结果导向、过程管理、全

面客观、科学精准的原则，针对医保基金使用、支付和拨付的全流

程，全面、客观、动态地反映医疗机构、医保、参保患者三方在医疗

和 DRG支付过程中的实际情况，通过多项监控指标的组合，实现对

某类违规行为的多维分析。基于密码云技术对监控主题下的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和潜在风险 [9]。系统将一个或多

个监控规则组合或监控指标组合纳入到监控主题，并根据本地违规特

征，为规则或指标分配不同的权重，从而提高监管分析疑点推送的精

准度。利用多维度数据分析、实时监控、全流程管理、风险模型构建

等手段建设监控分析模块。系统筛查出疑点后，利用大模型进行分析

判断，通过密码云技术分别对接不同权限接口进行统一办理 [10]。

五、结论

密码云技术在医保智能基金监管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通过采用密码云技术技术，可以有效地保障医保智能基金监管数据

分析系统中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可用性，提高基金监

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而，密码云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一

些挑战，需要通过优化密码算法和实现、加强密钥管理、推动密码

标准统一、遵守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加以解决。随着密码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完善，相信密码云技术在医保智能基金监管系统中的应用将

会越来越广泛，为医疗行业的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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