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前沿》2024年1期/临床研究

59

“互联网+”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施江峰

（江苏如东县人民医院 226400）

摘要:随着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窗口服务为中心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

医院管理的要求,各大医院都在寻求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再造就医流程,实现医疗服务移动化﹑智慧化,从而改善患者的就医

体验、减轻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该文主要针对“互联网+"在医院信息化的建设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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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医疗信息化建设进程从收费信息化,到以电子病

历为中心的临床信息化、数字化阶段,再到智能化,不断地推动着

医院医疗服务方式的变革,并且每一次的变革都给医院带来了

机遇,同时又给医院带来了压力。近年来，虽然二级及以上医院

基本完成了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但大多数医院的信息建

设仍处于初级应用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各行各业，各

种“互联网+”移动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的便利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专门的公立医院信息化

建设更加不自满，应该利用互联网，利用大数据、5g、人工智

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医疗服务模式下，通过互联

网在医疗服务中不断探索和思考，发现新的方向和新的业态，

从而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提高患者对医疗的满意度。

2.“互联网+"在医院信息化的应用优势

“互联网+医疗健康”在医院医疗服务中的应用，是互联网

思维与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满足人

们对精准、便捷医疗的需求。从而医院信息化的建设，应立足

医院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互联网技术,以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为

目标,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保障人民的健康为宗旨，实现预约挂

号、报到候诊、缴费结算﹑检查预约报告查询等流程的自助化

服务,从而缩短就诊时间,提高患者就诊满意度。

2.1 线上线下结合,实现高效诊疗

医院利用“互联网+”手段,将现场开展的业务延伸到线上，

通过线上与线下紧密结合,实现线上随时随地开展问诊咨询、在

线缴费、预约检查、送药到家等服务。通过医院的在线诊疗服

务，当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有疑问，不能到医院进行现场治疗时，

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电话、视频等方式在线寻求医生进行健

康咨询，最终医生根据患者症状进行专业的解答,并给予科学的

建议或进一步检查治疗﹑服药。通过线上与医生直接沟通,既让

患者充分解惑自己的病症,同时又节省了到医院就诊的奔波时

间,从而使诊疗变得更加便捷、省心。特别是慢性病患者﹐由于

其治疗方案在于长期病情的管理,如果每次诊疗都需要到医院

现场,势必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如果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

慢性病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与医生进行交流,并且医生也能随时

掌握患者的最新病情进展,必要时能够及时给出合理的治疗方

案,这种无制约的线上诊疗服务﹐真正能够让患者的就诊变得

更加便利、更加高效,从而实现高效诊疗。

2.2 优化就医流程,缓解医患矛盾

传统的就医模式给大众的第一反应是“等”,即从挂号到就

诊,再到交费,最后检查或取药,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排队等候,导

致患者在医院现场扎堆等候。特别是紧缺的优质专家号源,部分

患者为了抢占一个号源,在医院现场通宵排队等候挂号,从而造

成医患关系变得紧张。随着“互联网+”应用到诊疗服务中,预

约挂号不再是拿着各种证件去现场排队等候,患者直接在手机

上就能完成预约挂号,并且可以根据预约时间合理安排到医院

就诊。通过“互联网+”,实现挂号、缴费、查询报告都在线上

进行,突破以窗口服务为中心的束缚。从而就诊时间从平时三个

小时左右,缩减到一个多小时左右,使得患者就医满意度大大提

升。

2.3 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下，医院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在每个现场服务窗口完成一些简单而重复性的工作。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这些重复性的任务逐渐被信息技术所取代。例如，在挂号服务

中，患者可以通过手机快速进行挂号，从而节省了医院的人力

成本，缩短了患者的就医时间。在医院实际管理中,管理者将“互

联网+医疗”的应用融入各个科室的业务中,并结合各个科室的

实际情况,设定各个科室工作流程规范,从而使得各个科室工作

变得更加规范、更有效率,提升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3.“互联网+"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

3.1 互联网医院,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互联网医院是以实体医院为主体,以“互联网+”为手段,通

过线上与线下紧密结合,实现院内智慧医疗和院际互联互认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

技术帮助实体医院构建具有上下联动、跨地域﹑智能化的医疗

健康新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平台。互联网医院主要包括在线预约、

在线咨询﹑在线诊疗﹑在线缴费﹑药品快递到家等服务,一般

的慢病﹑常见病的复诊患者,医生可以通过文字、文字、语音、

视频等方式与患者进行在线交流，最终做出诊断和建议。此外，

互联网医院还具有跟踪、慢性病管理等功能。由于互联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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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体医院的有力支持，患者无需去网站就可以享受实体医院

的优质医疗资源。自推出以来，网络医院一直受到患者的青睐。

医院借助“互联网+”，实现“线上预约-线上会诊-线下治疗或

上门送药”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新模式，满足患者多样

化的医疗需求。

3.2“互联网+第三方应用”,实现移动服务

通过“互联网+第三方应用”的建设,为患者提供全流程服

务。利用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对接医院基础业务信息系

统实现在线绑卡、在线人脸识别建卡、预约挂号、在线报到﹑

在线候诊、在线缴费、在线预约﹑报告查询等移动服务。通过

“互联网+第三方应用”,患者即可在手机端完成挂号报到、缴

费、检查预约﹑查看报告、查看费用明细寺操作,使患者的就诊

变得更加快捷﹐并极大地减少了等待时间,从而有效地缓解了

就诊“三长一短"现象。通过“互联网+”,打通外部网络无法访

问医院内部基础业务信息系统的壁垒,实现医疗业务移动化、数

字化,使患者的就诊、检查、治疗变得更加有序,医疗资源分配更

加科学,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3.3“互联网+医疗服务”,实现远程诊疗

随着国家要求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和网格化的管理,为“互

联网+远程诊疗服务”开展提供了强力的依附。随着医联体内医

疗机构信息系统的转型，医院基础产业分公司的信息系统正在

从医院局域网扩展到广域网。促进医疗联盟内医疗机构信息系

统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为基层提供远程指导和远程诊断服

务。自医院“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的正式启用以来，医院专

家通过远程诊疗系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与基层医生及

患者进行交流,通过在线查看病历和问诊之后,给出治疗指导方

案,使基层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从而有

效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同时也减少大家对分级诊

疗下诊治水平变差的担忧,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3.4“互联网+智能化技术”,实现智慧服务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医疗服务逐渐迈入智慧

医疗时代,医院借助“互联网+智能化技术”应用到诊疗全过程

中,从诊前分诊导诊,诊中辅助决策,到诊后随访实现就诊全流程

节点的人工智能控制智慧化医疗服务。

通过智能导诊的应用,患者来医院就诊或需要提前预约挂

号时,只要进入导诊机器人,只需要简要描述症状就能精准识别

合适的科室和最相符医生,并能够快速定位到相应的医生，从而

实现线上导诊,自助挂号一步到位。总而言之,智能导诊代替了导

诊人员，为患者提供随时可用的专业导诊服务,特别是自己对病

症分辨不清,无法确定看诊医生的患者实现智能导医,从而提高

患者挂号的准确性,减少了大部分患者的退号或二次就诊,并缩

短患者在医院逗留的时间。

通过智能导航的应用,能够实现实时定位、目的地导航、全

程语音播放﹑模拟导航、多种路径选择和提示等功能。智能导

航采用的 3D 高精度地图能够把室内扶梯﹑楼梯、医疗自助服务

终端设备等细节采用三维模型展现,实现最大限度还原医院内

部结构,并且能够 360 度无死角三维立体旋转﹑放大、缩小。当

患者进入医院范围,智能导航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患者,并根据患

者的就诊流程采用图文、语音﹑实景相结合的方式智能提示患

者当前的位置和下一步流程位置。医院通过将智能导航无缝融

入患者的整个就诊流程中,当患者进入的就诊设定范围内时,系

统将实现自动签到,无需患者再次手工取号排队。通过“互联网

+智能导航"能够精确控制到每个诊疗流程节点上,并以智能提

醒﹑智能导航等方式,为患者提供便利,缩短患者的就诊时间,从

而提高医院的接诊能力和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4.结语

医院信息化与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特别是进入"互联网+ "

时代后,医院将利用"互联网+ "技术,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和

服务模式,通过信息技术和医疗服务的深度融合,向患者提供智

能、便捷的诊疗。包括诊断前，诊断中，诊断后的全过程，个

性化，智能化医疗服务。虽然“互联网+医疗健康”已经深入到

医疗服务领域，但仍存在信息支持不够，医院信息系统应用的

深度和广度不够，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导致医院对外服务模

式不够丰富、多样、未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所具有的高效、方便

的优点。

随着互联标准化评价体系、电子病案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

价和医院智能服务分级评价标准体系的引入，智能医疗将成为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工具，并衍生出许多智能化应用。为此,

只有进一步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医院信息化的建设,

在医疗服务中融入更多人工智慧﹑传感技术等,帮助医院挖掘

更多的智慧应用,使医院信息化建设从碎片化到一体化,从线下

到互联网,从 IT ( Internet Technology)技术到 DT( DataTechnology)

技术。最终通过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建促用,进而使医院的医

疗服务逐步走向移动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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