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移动医疗

院内部分：

面向医院内部业务的无线网络应用：护理 PDA，心电图，移动查房，移动盘点，设备定

位，救护车系统：蓝牙，监护仪为主；

体现形式：

就是通过使用移动通信技术——例如 PDA、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来提供医疗服务和信

息，具体到移动互联网领域，则以基于安卓和 iOS 等移动终端系统的医疗健康类 App 应用为

主。

2、医院信息化，集团化医院，协作关系的医院

医院信息化：网络医院，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程病理，远程心电，区域检验中心。

3、区域医疗：辽宁省卫生信息化工作，www.ln12320.com

A、居民健康卡

患者到院使用居民健康卡可利用自助机进行：自助挂号、缴费、查阅打印检查结果、打印发票、查询打印

医疗消费明细清单，大幅缩短了看病候诊时间。

居民健康卡取代了原有的医院就诊卡、新农合卡、儿童计划免疫和保健卡，可查阅电子病历临床诊疗信息

系统和预约挂号系统。

嵌入数字认证功能，手术知情同意等授权行为，患者刷卡即可确认；有了医保缴费和移动支付功能，患者

就诊时既可刷居民健康卡立刻医保结算，也可使用手机 App进行实时缴费。

居民健康卡还可存储诊疗信息，读卡即可随时调阅。

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系统打通后，医疗工作者可以通过健康档案浏览器了解患者的既往史信息，为判断患

者病情增加分析手段。公卫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健康档案浏览器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推进居民健康卡与

医疗服务深度融合。

B、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

10 月 21 日，由省卫生计生委、省委老干部局、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中国

移动辽宁公司、中国银行沈阳分行、以及辽宁省金秋医院协办的辽宁省首批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免费发放

仪式在沈举行。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大南及副主任韩明惠，国家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孟群，

省老龄委副主任、省老龄办主任马艳竞以及省委老干部局副巡视员喻虹出席了此次活动。

为发挥居民健康卡便民利民的功能，为老人健康保健服务作用，省卫生计生委携手有关部门在全国率先推

出了 500 张具有定位功能的居民健康卡，即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

北斗定位居民健康卡不仅具有居民健康卡 11种自助功能、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外，还借助我国独立运行的全

球性导航系统北斗卫星，自助研发的集定位、监护、通讯于一体的综合智能卡，为持卡人和家人之间建立

了一座桥梁，家人随时随地可了解持卡人的状态和位置信息，能在第一时间对于突发健康状况采取相应措

施。

C、省级卫生信息平台，经济运行平台

D、新农合平台

http://baike.baidu.com/view/504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2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556.htm


E、互联网+： 面向病人服务的应用

2015 年 6 月 1日，由辽宁省卫生计生委主办，辽宁省卫生信息中心、辽宁省人民医院、辽宁省 12320

卫生计生热线承办的辽宁卫生计生“互联网+”服务平台暨统一支付平台启动会在省人民医院召开。这是全

国首家在全省范围推广的“互联网+”服务平台暨统一支付平台。该平台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未来

还将实现银联支付。该平台改变了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致力于打造老百姓“掌上医院”，实现了线上挂

号、交费、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电子病历查看等全流程健康医疗服务。

通过该平台挂号，实现预约挂号服务，解决看病“三长一短”（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待时间长、

结算排队时间长、医生看病时间短）的问题。患者通过手机关注微信服务号“辽宁卫生计生 12320”或支

付宝服务窗“辽宁 12320 健康通”，并绑定本人的身份信息，即可按照页面提示选择当天挂号或预约挂号、

科室、日期等，就能直接通过该平台完成挂号费的支付。就诊时，还可随时随地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缴纳检

验费、药费等费用，真正做到就医支付流程短、免排队、增加就诊时间。

这是省卫生计生委在国家互联网+政策的行动计划指引下，顺应提质增效这一经济新常态本质，推动了

移动互联网与医疗服务的有机融合，也是智慧医疗、健康辽宁、信息惠民的又一次创新和推进，更是省内

各医院实现医疗服务智能化的智慧新通道。

该平台后续还可以集合包括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中心、药店、健康养老机构等，打造区

域健康通模式，自动为百姓推送各类可选择的健康养生及保健等服务信息，为百姓提供全方位的移动健康

医疗服务；未来，平台还可以扩展到为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宣传、疾控预警、数据统计、业务调研等服务及

管理，为辽宁省卫生计生系统提供多渠道的信息服务。

F、国家相关政策

标准化，互联互通

4、医院信息化的重点：内部医疗、管理为重点；

5、趋向：

加强为病人服务，融入社会服务；移动医疗+互联网

6、目前常用的应用

面向病人：

（1）掌上医院：针对病人就医方面的，对目前医院信息系统的补充：预约挂号，移动支付，

查询各类检查报告单，排队信息，等候娱乐等

（2）可穿戴：以自动检测人体各种特征参数为主的各类设备，

Aa、无线移动监护系统

类似一个腕带式的传感器，通过导线可以连接多个传感器终端，可以监测病人的脉

搏、呼吸、心电图、血压、血养等生命体征能。

腕带装置上有显示屏，可以显示使用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信息，为使用者提供重症监

护室般的精确数据。



同时该设备采用无线接入技术，可以将数据发送给医务工作者，让医生或者护士可

以实时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情况。

系统经过导线连接多个传感器，分别连接人体的各个部位，这些传感器可以帮助医

生持续的监测患者的血氧、血压、呼吸、心电图和体温等参数，提供类似 ICU 的精确数

据，使得患者在医院活动自由，不必一直呆在床旁的仪器边。

当传感器发现病人危险的生命体征参数，会直接告警病区的医生或者护士，如果患

者在家的话，系统会直接通知医院或者急救中心来到现场。腕带的监视器可以设置授权，

普通病人经过设置后无法自己查看。

Bb、睡眠监控器、无线血压监测仪、移动心电监测、脑电检测、呼吸类疾病监测

Cc、健康类：运动状态监测，健康程度登记检测

（3）掌上春雨：

资讯类到自建诊所，医生用，大众用。

线上健康管理，将用户的运动、饮食、体重、血压、血糖等多种人体数据进行全方位汇总；

自我健康诊断，普及医学知识；

线上医生诊所。

（4）挂号网

2015 年 9 月融资后，更名为微医集团。与医院挂号相连。

（5）好大夫网站：资讯类，有医生注册问答

（6）BAT：

B：百度直达号，百度医生；

A：支付宝，重点是流通领域，为病人免费提供服务，挂号，报告推送；

T：微信支付，利用微信平台，建立订阅号，提供接口功能比较简单的服务，免费报告推送。

以上各种方式的服务，主要特点：医生、病人自愿注册、互动。在这些网站上，不乏我们大

连本地医院的医生，自愿行为。医院不参与，医疗质量问题（担心的）

砸钱，砸出用户数，在医疗领域内，使用典型互联网思维；

医疗的特殊性：体制内，非市场经营，卖方市场，医生主导，用户黏度的非刚性需求，与滴

滴打车的区别

问题：医生身份不能完全准确的确定，回答问题严肃性



7、一些疑问

（1）国家医改的重点：农合，基层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 拆分大医院；

（2）大医院面临的问题：迟迟没有医改，医改之剑总是在头顶悬着---拆分；

为何？规模太大，垄断了医疗市场，造成看病难；

（3）领导者的困惑：医疗行业为体制内，全面被管理，人士，物价，各种检查，审批。经

营上，基本是自由竞争，大医院就是这么来的。

（4）医生观念：

大医院：干不完的工作，治不完的病人；风险极大，挑选病人，降低风险。与国外医生相比，

干着更多的工作，承担着更大的风险（社会问题影响到医院的），拿着不高的工资（阳光部

分），当然想法就多。科研，论文绞尽脑汁，越攀越高，SCI 文章造假（所幸的是，大连医

院没有）。

吃不饱的医院，另一种景象，想方设法，维持生计。

民营医院代表莆田系（80%）：对病人，有一套固定的处理方法，内控要达到消费标准。

（5）多点执业的进行，以后医院是什么---提供医生工作和病人检查的平台。

期望值：乐观

（6）社会问题，医患矛盾，认知。

（7）医保问题，垄断，医保基金的亏欠。使用医保资金的途径开放，亳州例子。

（8）分级诊疗：自下而上？自上而下？马晓伟：病人自愿原则。社区的优惠（医保），



（9）互联网+医疗，与 BAT 累计用户数的互联网应用模式的区别：谁是主体？医疗行业特点，

买方市场？卖方市场？

（10）数据安全问题：新问题。病人数据归属权，总体数据属医院，个体数据属于个人（适

度个人许可进入互联网环境）

（11）顶层设计：数据是王道，数据标准，互联互通，任重道远：超过 1000 家三甲医院，

通过互联互通测评的仅十几家，任重道远。

8、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物联网的应用：彻底的互联互通，手机消失，院内院外互联。

9、信息中心主任战略，面对挑战

做数字化变革者（新技术的变革以及以患者为中心导向改变，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模式的

转变等）；

做业务部门最好的朋友（以业务为中心的信息化工作者将扮演好与行政、后勤、财务以及各

临床系统的支持者，也是挖掘者、维护者和拓展者）；

做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捍卫者（大数据已成为当前时代的代名词，大数据及数据分析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在创新性颠覆者与败下阵去的被颠覆者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就在于这些新产品

和新服务）；

做患者满意度的促进者（从传统的医院院为主导转变为以患者为主导，这种演变过程中的每

一步、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决策点都是需要数字化作支撑，医院 CIO 对这一切的把握要比其

他人更好）；

做向云计算转变的原动力（富有战略眼光的 CIO 将运用日益先进的云解决方案）；

做信息安全/隐私战略家（移动设备的激增为数字化服务及服务种类带来了爆发性的增长，

而随之而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提高。医院 CIO 需要站在第一线，帮助医院实现新的、强大的数

字功能，同时还要找到一种方式，来确保信息的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