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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健康管理在临床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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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以5G+智慧健康管理在临床上的应用为重点进行阐述，首先进行 5G+智慧健康管理的基本介绍，其次从无线监

测和远程判断、远程会诊与移动查房、虚拟示教培训与移动急救、导航定位与远程机器人超声、手术等几个方面深入说

明并探讨临床上应用 5G+智慧健康管理的有效策略，目的是给相关研究带来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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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5G + wisdom health management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first 5G + wisdom health management of basic 

introduction, followed from wireless monitoring and remote judgment, remote consultation and mobile rounds, virtual teaching 

training and mobile first aid, navigation and positioning and remote robot ultrasound, surgery and other aspects deeply and 

discus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5G + wisdom health management effective strategy, the purpose is to bring conditions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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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年人群体数量逐步增加的背景下，人们生活对

医疗健康可穿戴仪器设备以及智能化产品提出了严格要求，

智慧与健康管理理念的出现，给 5G+医疗健康行业的创新带

来了良好发展条件，拥有着十分广泛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

疫情出现时，5G 和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充分体现出

重要价值，使得全社会的群众都能够高度认可医疗服务水

平，拉近了群众和智慧健康管理之间的距离。5G+智慧健康

管理应用在临床中具备重要的意义，不管是网络问诊、网络

用药，还是网络监测患者的体征，都能够通过 5G+相关技

术得以实现。新时期下怎样高效率的应用 5G+智慧健康管理

模式，最大化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值得相关人员重点研究。 

一、5G+智慧健康管理的基本介绍 

所谓的健康管理，也就是通过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和现代

管理学基本理论，对群体健康生活情况与影响因素加以全方

位评估，持续化跟踪医疗服务与医疗实施，提高医学管理水

平。5G+智慧健康管理，利用 5G 网络对传统的医疗服务过

程以及仪器设备赋予全新的性能，动态分析受检者的身体指

标，围绕健康管理数据，安排专业的医护工作者明确个性化

健康服务方案，开展具体的指导和监督，落实健康闭环管理
【1】。即医生端随访平台呈现患者整个就诊周期中的就诊信

息，随访管理可实现医院的患者管理与跟踪等重要功能，以

患者健康情况为基础搭建有效模型，研究人体健康水平，制

定人体可能会有的疾病治疗方案，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要提

供对应的报警服务，衔接院内纠正以及院外健康指导综合性

管理，给使用者提高良好的就医体验，贯彻数字化管理。另

外患者端可通过健康管理小程序的多个角度，快速精准查看

个人健康状况、检查检验异常指标，预警提醒，在线问诊，

一站式健康管理，提供完整、连续的健康信息，依靠 AI 及

医疗大数据，实现快速接入响应，患者或其他健康人群在家

中就可以实现健康自我管理，接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

务【2】。以顺应健康中国政策为基本思路，医院组建智慧医疗

管理中心，搭建对应的智慧病房，让群众享有网络+医疗健

康的便民服务。 

二、临床上应用 5G+智慧健康管理的有效策略 

（一）无线监测和远程判断。利用 5G+背景下的先进技

术进行健康管理，相关人员可以利用生命体征的监督设备对

患者加以血压指标、血糖指标和心率指标等加以动态分析，

借助监测设备获取数据信息，对人体体征的数据以无线通信

的模式进行传输【3】。医护工作者结合患者突发疾病的情况，

制定有效干预患者的方案，避免患者病情深入发展影响患者

生命，降低患者并发症和不良反应的出现，综合性利用好无

线监测设备检测体征。尤其是冠心病、脑卒中等相关患者，

基于无线监督的形式了解患者生命活动，一旦有异常情况要

时效性加以救治。通过 5G+背景下的无线监测，实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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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体征变化，借助内在的报警机制帮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

得到抢救，给患者争取生存机会。由此 5G+的智慧健康管理，

对研究加工后的信息数据传递给医护工作者的客户端中，及

时治疗干预患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与此同时通过 5G+背景下的技术实施远程疾病诊断，号

召专业工作者借助通信网络系统分析患者影像学资料信息，

安排受邀方实施对应诊断报告，包含远程诊断、心电图诊断

和超声诊断等。实际的远程诊断中，应对检查资料传送给医

疗平台，工作者借助移动端在医疗平台中得到信息数据，明

确对应诊断报告的真实性，最后把相关报告信息传递给远程

平台，为患者疾病治疗提供条件支持。5G+背景下对患者加

以远程诊断，对应影像学资料以及 B 超资料的通信速率可

以调整在 15Mbps 左右的指数，然而实际情况下的资料传输

速率指数不能满足其需求，为此后续的健康管理中应尝试提

高数据传输速率【4】。 

（二）远程会诊与移动查房。基于 5G+智慧健康管理背

景，依托通信网络，医护工作者之间要按照远程的形式互相

观察医学资料，全方位给予患者的病情开展针对性诊断。和

远程诊断存在相似之处，远程会诊也是要借助远程平台加以

患者影像学报告信息传递、电子病历传递以及血液报告传

递，专家要基于远程医疗平台对患者的信息资料充分下载，

给医生的诊断带来参考意见【5】。实际的远程会诊阶段，包含

高清视频通话的环节、信息共享的缓解，从实际的网络模式

出发，适当配置高清视频设备，关联基层医生和专家以及患

者的情况，5G+智慧健康管理要发挥重要价值，时效性对患

者的信息资料进行下载和传送。另外是移动查房，医生具体

查房阶段，应借助移动设备在网络的支持下登录医疗信息数

据系统，贯彻电子病历的动态信息输入和查询，评估医疗检

查报告使用的有效性和时效性。即便现阶段的网络条件可以

拉近医生和患者的距离，促进两者之间进行网络模式沟通，

甚至移动设备中也能够凸显网络查询患者生命体征的信息

数据或者心电图资料，可是潜在了医疗信息量多和传输不够

稳定等运作风险，影响到临床资料的采集效果和传输数据效

果，为此应引起重视【6】。5G+背景下设定健康管理体系，对

医疗信息传输量大的问题进行处理，包含 CT 影像学资料的

传输、超声影像学资料的传输等，凸显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

全面性，促进 5G+智慧健康管理的项目有序运作。 

（三）虚拟示教培训与移动急救。医院中的医护工作者

应通过 VR 设备或者 AR 设备，基于培训专家的指导下开展

针对性医疗诊治项目，后续的发展中手术虚拟示教培训势必

会转变为医院中优秀医生技能展现的关键途径。在虚拟示教

培训阶段，更多思考到强交互的场景应用，借助交互先进设

备落实虚拟化手术环境以及真实环境之间的互动，这样学习

者可以体会到虚拟环境变动【7】。在移动急救中，医疗急救服

务质量水平的提升需要急救工作者、救护车以及指挥中心等

互相配合，处理移动急救中存在的数据采集、信息加工等难

题，在救治现场中，工作者要初步分析患者的病情，动态检

查患者体征，对真实的检查结果传递给对应应急指挥部门。

同时关联患者伤情，安排医院专家利用移动设备开展远程指

导服务，救治工作者执行初步诊断，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运输患者阶段，相关人员要及时利用 5G+背景下的先进技术

对患者生命体征信息和病历信息进行传输，完善实际的远程

结构系统，这样专家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动态分析患者病情，

提高临床智慧诊治的综合效果。在此阶段急救工作者要和指

挥中心的责任人进行视频通话，在低时延的条件下确保急救

工作能够凸显出时效性，充分凸显 5G+背景下先进技术的超

低时延性能。及时和多样化设备进行连接，有心电图设备、

血液分析设备和体征监护设备，一方面提高治疗效率，另一

方面避免出现医疗事故。 

（四）导航定位与远程机器人超声、手术。5G+背景下

进行智慧健康管理，院内导航即就诊导向，围绕患者基本需

求对挂号区域、就诊区域和检查区域等全方位显示，同时明

确合理的到达路线，帮助患者减少查找和咨询时间，使得患

者的就诊体验可以全方位得到保障。现阶段医院中的导航定

位，以 GPS 为主，缺少一定精度保障，不能全面顺应室内

定位的基本需求。思考融合定位的思路，其便是 5G+背景下

的定位发展趋势，先进技术可以精准化对用户所处情况和环

境进行判断，关联具体情况挑选针对性定位系统落实导航定

位指导，值得医护工作者大力推广。在远程机器人超声的应

用中，从通信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入手，安排医疗医学专家结

合患者短的信息进行总结，发挥远程机器人的作用和价值实

施对应超声检查的服务干预。相关超声检查不需要额外安排

专业医生走进现场实施检查项目，需求护士准备相应的仪器

设备，安排医疗专家利用远程操作的过程落实工作。机器人

超声包含遥杆控制、反馈触觉等两种信号，还有医生、患者

视频以及探头影像【8】。实际的网络应用中，超声影像清晰度

应该得以进一步提升，才可以更好地推动临床高效率诊断。

相关的低时延网络视作基本保障，处理机械臂灵敏度问题和

适应性问题，实时传输机器人检测的数据，体现超高清视频

语音的及时性。另外是机器人手术，和远程机器人超声存在

一定相类似之处，远程手术从通信层面和传感器层面进行优

化，安排医疗专家结合手术室的基本数据信息，设定对应治

疗服务方案。机器人手术要求医生使用 3D 眼镜等先进设备，

动态了解手术现场情况，掌控手术操作的画面。5G+背景下

的先进医疗技术实现，给多种类型数据信息传输提供便捷条

件，使得现场机械臂的具体运作以及医生端的操控之间可以

保持同步，不会由于延迟引出医疗专家漏诊或者错误判断的

问题，使得手术成功率从根源上得到提升。基于此 5G+智慧

健康管理，能够极大程度上推动临床医学的发展，每一位医

护工作者都应该在 5G+技术应用中投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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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 

三、提高 5G+智慧健康管理质量的思考 

新时期下为了更好的在医学领域内推广 5G+智慧健康

管理模式，要通过一些做法保障健康管理质量。第一点是形

成完整的监管机制，培训医护和患者。对医院中多个部门中

的医护工作者加以职责分配，统筹多个部门之中的工作者共

同服务医疗工作，制定标准化的服务方案，监督大数据应用

效果。选取高质量的智慧产品，使得设备型号可以满足国家

要求标准。按照匿名形式对患者的敏感数据加以保护，分级

加工不相同种类数据信心，在关键岗位中应安排具备丰富经

验的工作者实施任务，强化网络培训，让医护工作能够拥有

保护患者信息数据的意识，全面凸显 5G+先进技术保护数据

信息的价值。并且组织医护以及患者加以培训， 

开展智慧健康管理，应充分了解信息伦理学理念，强化

工作者的信息素养培养，使得工作者能够具备较强的数据安

全意识。因为受众群体以老年人为主，不管是知识还是年龄，

都会影响到老年患者对 5G+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效果，为此

应组织患者和医护工作者接受培训，在电话或者微信的支持

下更好地促进医生监测患者体征，避免有患者监测数据不够

规范的现象出现。第二点是落实信息互联互通，培养专业医

疗人才。医护工作者在 5G+技术的支持下，要登录网络平台

对患者的就诊信息和检查结果信息进行统筹，降低患者经济

负担，提升偏远区域中医疗管理的整体水平，处理看病难的

困境以及看病贵的困境。并且智慧健康管理中，应强调高素

质和高水平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的发展，给医疗人才发展提

供机会，定期利用网络设备开展医疗工作者的会议研究，鼓

励有健康管理先进思想的人员充分表述，凸显 5G+智慧康管

理的多样化优势。 

结束语 

综上所述，5G+背景下滋生了较多先进技术，包含智能

可穿戴技术、步态大数据技术、5G 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

等，医学行业的发展应重视智慧健康管理，逐步完善健康管

理平台，对患者的医疗信息和医疗数据加以全封闭化管理，

动态了解患者身体健康状况，提高新时期下医疗管理综合质

量，给居民的便捷化就诊干预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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