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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介绍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诊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目标、具体实现等方面，指出该系统有助于
缩短急救患者救治时间，实现诊疗流程精细化管理，为医院质控部门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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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急性脑卒中、心肌梗死、重度创伤 （复合伤）

等已成为威胁公众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具有起病

急、病 （伤）情危重、病死率和致残率高等特点。

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相继出台建设急危重症中心

的政策，随着医改深化，特别是分级诊疗推进，大

型医院在急危重症救治，特别是急性脑卒中、急性

心梗等常见急症抢救方面的责任日益凸显。急诊医

学中心精细化、现代化、智能化急诊质量管理标准

的普及，促进急诊管理理念迅速更新。随着人工智

能应用在各个医院深入开展，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

诊智能化平台充分利用信息集成、人工智能、物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自动监控绿色通道运行，通

过将临床质量测度和决策支持方法紧密结合，将过

程质量管理落到实处。可以对急救流程进行数据搜

集、监控、质量管理和持续改进，支撑多学科协作

的一站式紧急医疗服务体系的高效运转。建设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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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患一体的急诊信息化平台是落实国家医改精

神、切实改善患者就医感受、提高整体救治率、提

升社会满意度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信息化手段整

合区域内多学科资源，优化区域协同救治体系，推

动区域联动，打通急救中心绿色通道，将患者在最

短时间内送至急诊多中心，提供精准诊断、危险评

估和恰当的治疗手段，提高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力，

通过技术手段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是目前急诊信

息化建设的主要趋势［１－６］。

２　建设目标

２１　概述

建设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诊智能化信息系统，

至少包含医生、护士、患者等多种角色，系统功能

设计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架构设计要从医院信息系

统整体出发，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建设原则，以系

统高度集成、互联互通为目标。

２２　患者

实现急诊无纸化管理是多数患者的诉求。医院

无纸化建设并不是完全实现无纸化，而是少纸化、

电子化。急诊信息系统建设时需要在原有手工处

方、审批单基础上实现电子化流程，同时在医生诊

间配套电子签名认证录入设备，将手写签名和指纹

识别合二为一，最终形成具有统一签名的电子医疗

记录。急诊患者另一个诉求是快速、有效、公平就

诊。急诊信息系统建设时需要充分考虑患者来院方

式 （自行、１２０接送、外院转入）和病情级别，设

立分诊和叫号系统，通过分诊分级、叫号系统使

“急诊不急，急诊拥挤”的就医现状有所改善，将

急诊有限的医疗资源最大化地运用到真正的急诊患

者身上，为患者生命抢救争取宝贵时间。

２３　医生

合法合规、快速救治患者是医生主要诉求，急

诊信息系统在设计时应保证系统高联通性、高可靠

性和便捷性。以急诊电子病历为例，尽可能地将病

历模板结构化，将其他系统功能集成到急诊电子病

历中，如医嘱实时状态、检验检查报告和其他辅助

查询，以节省医生操作时间。

２４　护士

其诉求与医生相差不大，按照急诊护理要求，

急诊信息系统在建设时应考虑系统便捷性，尽可能

多地使用掌上电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ＤＡ），随时随地查看患者信息，在急诊输液和护

理等医嘱执行环节保证系统准确性，减少因系统差

错引起的医疗事故。

３　实现过程及效果

３１　明确组织架构

信息化建设是急诊业务运行的基础支撑。急诊

信息化系统包括急诊院前、预检分诊、挂号收费、

电子病历、３大中心、输液护理、线上业务、自助

系统等，设计医生、护士、患者等角色，见表 １。

根据经验，一个成功的信息化项目必须有明确的组

织架构，急诊信息化建设至少应由分管副院长牵

头，医务处、急诊中心、信息处、财务处、护理

部、医保办、质管办、药学部、输血科、保卫处、

临床科室、医技科室等众多科室负责人共同参与。

表１　急诊信息系统
类别 名称 功能

急诊红区、黄区、

绿区

急诊院前系统 １２０院前急救、远程
指导

急诊分诊系统 患者分诊

急诊挂号收费系统 挂号、收费

急诊叫号系统 排队叫号

急诊电子病历系统 书写病历、开立医嘱

急诊前置审方系统 处方前置审核，用药

安全

急诊绿色通道系统 ３大中心患者就诊、
自动医嘱

输液室、观察室 急诊输液、护理系统 医嘱执行、补充计费等

急诊发药系统 发配药

急诊病区、监护 急诊ＩＩＨ系统 替换原有的 ＨＩＳ住院
系统

互联网 微信支付宝挂号缴

费

挂号缴费

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

自助 急诊自助打印 检验结果、发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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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需求调研

需求分析是软件工程生存周期中的重要环节，

准确理解用户和项目功能、性能、可靠性等具体要

求，将用户非形式化的需求表述转化为完整的需求

定义，从而确定系统目标。医院急诊信息化项目应

在明确组织架构后，按照用户需求，详细规划建设

路线，从分诊开始优化整个服务流程，确定重点建

设内容、需要解决的问题等，根据流程图制订具体

方案。

３３　设计理念

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诊智能化平台是以信息

化、智能化手段缩短急救患者救治时间，提高救治

效率为目标。以科学缩短患者救治时间为理念，包

括患者院前如何及时与院内进行信息共享，患者到

院后如何优化急救流程等。对于急危重症患者而

言，时间就是生命，先诊疗后付费模式是实施快速

急救的关键，该平台是以先诊疗后付费为主线，借

助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急诊信息化

建设。

３４　设计流程

整个设计分为院前、院中和院后。院前通过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联通１２０院前患者系统和院内预检
分诊系统，院中通过集成平台技术联通分诊、挂号

收费、医嘱病历系统等，院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

现自动语音随访，最终实现院前、院中和院后全流

程闭环管理，业务流程，见图１。

图１　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诊智能化信息化平台业务流设计框架

３５　实施效果

基于医护患一体的急诊智能化信息化系统参照

ＨＬ７Ｖ３标准传输协议，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实现急诊院前、院中和院后系统互联互

通。患者通过急诊大屏上就诊实时监测情况，可实

时看到当前科室医疗资源，从而进行合理安排，极

大改善患者就诊体验。医院管理者可通过数据分析

进行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如通

过数据分析可知急诊１０点左右是就诊高峰期，在

此时间段可增加更多医疗资源为患者服务。以急诊

脑卒中急救系统为例，２０１８年之前医院急诊卒中小

组通过手工方式记录患者流转数据，系统建设之

后，患者从院前到院内抽血、ＣＴ检查、静脉溶栓给

药、穿刺等时间明显缩短，以静脉溶栓给药时间为

例，２０１９年医院脑卒中患者 ＤＮＴ中位数为３３５分

钟，明显少于之前的４０分钟。

４　结语

目前江苏省人民医院已实现人工智能心电诊

断，以该院为人工智能心电诊断中心，１２０随车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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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将患者心电图实时上传到院内，通过调用心电

诊断算法将诊断结果实时回传给１２０心电设备端，
解决部分１２０随车医生心电诊断能力不足的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心电诊断准确率不断提升，未来可以

江苏省人民医院人工智能心电诊断为中心，辐射整

个江苏省基层心电诊断领域。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和

知识图谱技术构建院内１８００余种药品合理用药知
识图谱，实现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急诊处方前置审

核，有效提高临床用药合理性，未来可在门诊科室

推广。物联网方面，患者到院在分诊时为其佩戴手

环，通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记录患者流转信

息，如进入 ＣＴ室、溶栓取栓时间等。基于医护患
的急诊信息化、智能化系统使信息有效地在整个业

务流程中流转，同时提高服务与管理质量。在国家

政策支持下，利用 “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通过搭建院前急救、医联体急救和区域

平台等，提升急诊患者整体救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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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３３）：２６７，２６９．

３　尤肖虎，潘志文，高西奇，等５Ｇ移动通信发展趋势

与若干关键技术 ［Ｊ］．中国科学：信息科学，２０１４，４４

（５）：５５１－５６３．

４　ＣｈｅｎｇＲＴ，ＺｈａｎｇＨＴ，ＷａｎｇＬ５Ｇ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８，３４（１）：７５－７６．

５　ＩＭＴ－２０２０（５Ｇ）ＰＧ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ｏｎ５Ｇ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Ｖ１０［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６－１９］．ｈｔｔｐｓ：／／

ｗｅｎ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０２５４０４８７３６０ｃｂａ１ａａ８１１ｄａ７ｄｈｔｍｌ．

６　周宏成５Ｇ移动性管理解决方案 ［Ｊ］．电子技术与软

件工程，２０１７（７）：３９－４１．

７　彭建，周钰哲，孙美玉，等５Ｇ十大细分应用场景研

究 ［Ｎ］．中国计算机报，２０１９－０７－１５（０１２）．

８　张维芯，陈功，李建兵，等一种医院远程会诊与示教

系统：中国，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０２３８３２Ｘ［Ｐ］．２０１３－０８－１７．

９　江苏省中医院新闻宣传办精彩！中医大咖全球开直

播，就在４月２５日上午，错过肯定后悔！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０４－１７］．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

ｂｉｚ＝ＭｚＩ５ＯＴＥｗＮｊＥ３Ｎｗ＝＝＆ｍｉｄ＝２６５０５２１９４９＆ｉｄｘ＝

１＆ｓｎ＝９９ｆ３６ａ９３５ｄａ０９３９１４ｃ１７３ｅ３ｆ９ｅ６１２ａ６ｂ．

１０　中国江苏网讯省内首次５Ｇ国际远程会诊在江苏省中

医院顺利完成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６－０４］．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ｓｃｂｓｃｃｏｍ／ｖｉｅｗｎｅｗｓ－２２７６８８９ｈｔｍｌ．

１１　刘婉，刘庆，鲍玉荣，等远程医疗与 “互联网 ＋”

一体化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 ［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７，２８

（５）：８０５－８０６．

１２　孔祥勇，郭雪芬远程医疗技术探索医疗健康新服务

［Ｊ］．中华灾害救援医学，２０１８，６（１０）：６０１．

１３　高洁基于医联体的多路径远程会诊平台建设 ［Ｊ］．中

国新通信，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４－２０５．

１４　戴穹，刘维蓉医院信息化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Ｊ］．管

理观察，２０１８（２６）：１８０－１８４．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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