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医院信息平台的医技检查预约系统设
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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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为例，阐述基于医院信息平台的医技检查预约系统设计，包括预约规则、
系统架构、主要功能等，指出该系统的应用有效缩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改善就医环境，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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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社会老龄化程

度的持续加深，医院的就诊人次逐年攀升。预约

难、排队时间长一直是我国各大医院普遍存在的现

象，尤其是各种医技检查涉及到设备、人员技能和

一些特殊性要求，已成为患者等待时间长的主要环

节之一。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展医技检查预约服务，

成为普遍采用的缩短等待时间的最有效方式。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是世博医疗联合体的中

心医院，承担着周围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１家专
科医院的转诊及专业检查检验等工作。目前非周末日

均门急诊量为３３７８人次，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３７％，住
院患者近６００人，非周末日均医技检查量为１１３７人
次，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８５％，各临床科室特别是医技科
室的接诊压力不断增大。医院通过上线医技检查预约

系统，补齐检查资源规划短板，同时以各种方式优化

患者就医流程，旨在创建上海市服务最佳医院。

２　医技检查预约方式

２１　常见的检查预约方式

目前常见的医技检查预约方式有３种，前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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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生开具检查申请单后由患者或病区工作人员到

各医技科室进行检查预约，或者到集中预约中心进

行检查预约。虽然集中预约中心减少患者在各医技

科室往返排队的时间，但实质上工作人员使用的预

约信息系统及流程与医技科室的预约并无本质区

别，各个检查科室无法实现共享，很难统筹预约信

息［１］。第３种是在医生开出检查申请单的同时利用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完成检查预约，有助于优化患者

就医流程，提高其满意率。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

院医技检查预约系统采用第３种预约方式，见图１。

图１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架构

２２　预约规则分析

常见的医技检查预约一般采用按检查设备分时

段设定固定号源，再由预约系统按时间顺序向患者

提供预约检查时间。这种号源规划方式未对每个检

查设备所提供的检查项目、花费时间做进一步细

化，而且对不同检查科室之间的检查顺序控制完全

由预约人员根据经验完成。时常造成患者多次往返

各检查科室，增加无效的就诊等候时间，进而引起

患者情绪焦虑，就医满意率下降。

２３　预约规则再设计

了解到各种预约规则的优缺点后医院对预约规

则进行重新设计。首先通过对医技检查系统近两年

历史数据的分析得到每个检查项目的平均检查时

长，见表１，将其作为预约规则初始化过程中的重

要基础参数。然后从预约渠道、医技科室、检查设

备等多个维度创建排班并将检查项目与排班进行关

联，结合个别检查的特殊要求，形成更精细化的医

技检查预约排班。

表１　各检查项目的初始化时长

检查项目
检查时长

（分钟）

检查

要求

腹部超声 （肝、胆、胰、脾） ６ 空腹

腹部超声 （肾、输尿管、膀胱、前列腺） ７ 憋尿

心脏超声 （左心功能测定） １５ －

…… …… ……

３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设计

３１　系统架构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基于医院信息集成平台进行

部署。采用面向服务架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通过企业总线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ｓ，ＥＳＢ），以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为数据接口方式向医院
临床系统、体检系统、医联体中各社区医院系统等

提供医技检查预约服务。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具备

ＨＬ７、ＣＤＡ等多种标准化数据转换服务，支持医技
检查预约服务被更多标准化的医疗信息系统所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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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主要功能

３２１　基础数据维护　系统提供院区、预约类
别、检查设备、检查要求 （注意事项）、检查项目、

预约渠道维护等基础数据维护模块，方便进行各种

基础数据的配置和调整。

３２２　项目与设备关联管理　系统提供将收费项
目与医技检查设备进行关联的管理模块。管理员可

以将科室执行项目和检查设备进行绑定，允许单独

针对住院、门诊、急诊进行设置。一个检查设备可

以对应多条预约项目。当根据科室具体情况删除已

维护好的预约项目时并不影响预约系统的使用。

３２３　预约规则管理　针对各医技科室的需求调
研结果，系统内建立多种预约规则。如：空腹项目

安排在每天上午１０点前；患者有多个待检查项目
时尽可能安排预约在同一天并允许配置各项目的优

先级别；通过预先配置的项目排斥库发现检查项目

之间可能存在的排斥关系；仅门诊医生站允许缴费

前预约，预约后号源锁定，若患者未在设定时间内

完成缴费，系统将自动释放号源并通过微信消息通

知患者，缴费后到服务台重新预约；在线预约和服

务台预约只对已经缴费的申请单进行预约，以提高

预约完成率。在号源分配时，系统采用患者检查项

目时长除以号源时长得到的倍数进行四舍五入取

整。在需要两个及以上预约号源时控制分配连续空

间，预约号源分配规则，见图２。

图２　预约号源分配规则

３２４　排班管理　提供模板功能，用于维护医
技科室的预约周计划，每项预约分类对应 ７条
（周一至周日）数据。每条数据包含上下午开始时

间、预约人数上限 （门诊、住院、急诊）。排班管

理将科室执行项目和预约类别进行绑定，可单独

针对住院、门诊、急诊进行设置。预约排班维护

模块通过将预约模板按星期复制，完成各个医技

科室每天实际预约排班。系统支持针对每天特殊

情况修改预约排班，调整预约人数限制、开放类

别、取消或暂停预约分类。调整预约信息后系统

将立即发送微信通知至患者手机，减少患者往返

医院的次数。排班管理还提供查看预约排班情况

的功能，实时了解需要护送病区及检查项目、注

意事项等信息。根据预约情况合理安排相应的护

送人员，导出护送人员排班表，提高护送质量。

３２５　医生站预约　医生在门急诊医生工作站、
住院电子医嘱系统或社区医院临床系统中开具医技

检查申请单后，可使用内嵌的医技预约接口将患者

检查申请单信息按照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定义的标准

结构，作为参数通过 ＥＳＢ传入医技检查预约系统。
预约系统通过判断申请单中的各种条件，匹配系统

中预设定的各种规则，利用历史数据综合分析得到

的各种检查时长影响因子的影响系数计算得出建议

的预约日期，同时也提供符合条件的其他日期区

间。临床医生在与患者简单沟通后较为轻松地为患

者完成医技检查预约。这样不仅节省患者往返预约

时间也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３３　系统应用效果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通过分时段检查预约大幅缩

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做到一人一号，杜绝插队，

避免患者扎堆现象［２］。同时最大程度降低患者在院

诊疗期间交叉感染的机率，有效缓解医院高峰期检

查分诊压力［３］，达到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提升医

院管理效率和合理统筹患者就诊时间的目的［４］。

４　结语

医技检查预约系统通过科学配置医技资源，提

（下转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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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分析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７）：３８－

４０，５９．

１３　张晓红，丁志宏，曹波，等．康复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

与应用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５，１０（７）：５９－６１．

１４　廖琳，余元龙，苏韶生，等．康复治疗管理系统设计与

应用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９）：２５－２７．

１５　沈万松．刍议康复数字化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Ｊ］．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２０１６（１）：６９－７０．

１６　沈万松．康复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Ｄ］．成都：电子

科技大学，２０１５．

１７　蔺方舟．远程教育康复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Ｄ］．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２０１５．

１８　陆小锋，裴栋彬，贾杰，等．脑卒中患者康复治疗远程

智能监测平台的设计 ［Ｊ］．中国康复医学杂志，２０１５，

３０（１０）：１０４９－１０５２．

（上接第２９页）
高医院工作效率，缩短平均住院日，降低患者社会医

疗成本［５］。运用多维度分析运算系统向患者提供更

精确的预约检查时间，在缩短患者候诊时间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患者满意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就医体验，助推医院成为服务最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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