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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架构、功能等方面阐述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医院病区系统设计与实现，指出该系统有助于减轻医
护人员工作量，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疗质量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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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ｆＴｈｉｎｇｓ，ＩｏＴ）即 “物物相连

的互联网”。ＩｏＴ概念起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动

识别中心提出的 “网络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即通

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协议将任何物品与互联网

连接起来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实现智能化定位

识别、跟踪监控与管理的一种网络［１］。作为继计算

机与互联网技术浪潮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重大

变革，物联网技术通过嵌入式物理设备，借助智能

感知、识别与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根据环境变化

自动响应与其他设备实现数据交互，被广泛应用于

网络融合，为数字化医疗健康工程构建奠定重要技

术基础。医疗物联网本质上是通过将射频识别设备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与医疗传感
器等各种信息传感设备进行集成，与互联网技术协

议有机结合，进而形成面向全流程医疗数据的网络

融合，实现资源智能化、信息共享与互联。物联网

技术在医院中的应用主要通过泛在感知设备的互联

互通，支持医疗健康信息自动化采集与智能化传

输、数据融合、全局决策分析与全流程医疗辅助，

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能力与效率、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与模式，实现面向全程健康管理的智慧医疗［２－３］，

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２　系统设计与技术架构

２１　概述

近年来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快速发展，但医院

病区管理仍呈现粗放管理模式，层次低，智能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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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大部分工作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病区人

力、物力消耗量较大。病区在处理护理工作质量指

标等数据时，严重依赖纸介质，数据汇总产生大量

纸质表格，用于统计汇总或上报上级卫生机构，而

上级卫生机构主要依赖于手工处理，效率较低，同

时极易产生错误。本研究旨在建设一套完善的智能

化病区平台，以患者为中心，满足病区日常管理中

的输液监控、体温及生命体征采集、资产管理等应

用需求。智慧病区建设目标，见图１。

图１　智慧病区建设目标

２２　智能输液监护系统

为实现医院病区输液工作流程集中化、智能化

和科学化，通过物联网终端输液监护仪将每个床位

或输液位输液状态信息实时传送到护士服务台，实

现护理人员随时随地实时掌控患者输液及呼叫状

态，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和水平，避免输液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医疗事故。

２３　无线体温与心电、体征监测系统

目前患者生命体征采集需要护士二次手工转

录，容易产生转抄错误情况，同时降低数据采集时

间准确性。应用体征采集模块能将患者体征数据自

动采集进入医院信息系统，当患者体征出现异常时

及时警示护士，为抢救患者赢得时间。

２４　病区固定资产管理

通过病区资产设备配置定位标签对病区资产设

备进行管理，实时采集位置信息，可定位、精准

调用。

２５　技术架构

物联网架构可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３
层。物联网感知层由各种感知设备组成，包括生理

参数?集设备、二维码标签与识读器等，这些感知

设备能够感知、识别物体并获取感知对象初始信

息，因此设计重点在于利用现代传感器技术开发更

精确、更全面的感知设备，解决设备低功耗、小型

化和低成本问题，通过介入接口与网络层交互。网

络层主要利用物联网接口协议将感知层各类设备快

速、安全地接入物联网承载服务中，从而形成网络

化连接，以便实现感知信息广域传输，经由开放式

接口程序将众多业务系统接入至业务服务层。应用

层采用业务开放接口与网络层进行交互，主要实现

数据智能协同处理、生理参数管理以及危险体征报

警等［４］。智慧病区系统拓扑，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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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智慧病区系统拓扑

３　系统功能

３１　无线输液监测

智能无线输液监测仪与院内部署的物联网网关

进行数据交互通讯，物联网网关通过院内无线ＷＩＦＩ
网络与中心平台进行数据通讯，中心系统平台经过

数据分析处理后，经由院内网络向电子监控屏、护

士工作站发送消息通知，进行信息展现，应用架

构，见图３。主要包括以下功能：实时采集患者输
液状态信息，通过４３３ＭＨｚ频段物联网将输液信息

回传至服务器；帮助护士准确量化掌握整个输液过

程滴速信息；对输液各种异常状态进行报警提示，

报警采用文字、声音、图片多种方式综合提示；显

示输液起始容量、滴速上限和下限值、设备低电量

提示；监测输液过程快、慢、停等异常情况，具备

抗干扰红外感应，不受光线、输液器滴管壁雾化、

挂水珠等因素干扰，语音播报输液报警；提示患者

性别、年龄、护理等级、当日总给液量和时长、过

敏史、入院日期；护士工作站、电子监控屏可同步

显示整个病区输液情况，高效、准确护理患者。

图３　无线输液监控应用架构

３２　体温心电、体征监测

在医院病区部署体温监测系统，系统由无线体

温贴、物联网、体温以及心电监测控制器 （中间

件）、监测系统４部分组成，体温与无线心电标签

贴在患者腋下与心脏处，采集体征数据。护士工作

站可对患者体温和心电进行统一监测，同时可将体

温和心电信息传送至如移动护理、远程监护等信息

化系统，应用架构，见图４，主要功能有４个方面。
一是体温和心电信息连续监测。支持连续 ２４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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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间断监测患者体温和心电，将传统体温测量转变

为体温监护和心电监测。二是自动预警。支持对患

者体温和心电信息进行预警设置，如设置 １号患者
体温超过 ３８℃或心电数据异常时进行报警提醒。三

是连续体温信息报表。提供患者连续体温报表，在

第一时间发现病情拐点，为患者医疗救护提供时间

保障。四是连续心电信息报表。在第一时间发现患

者心电异常拐点，有利于及时进行医疗救护。

图４　体温心电监测应用架构

３３　病区固定资产管理

构建物联网统一管理平台，提供可视化图形界

面对设备、应用和平台进行统一管理与配置，实时

监控、定位设备和应用，以了解病区固定资产总体

情况。通过ＢＬＥ４０广播机制定时发送资产状态数
据，支持紧急报警定位。应用架构，见图５。

图５　病区资产管理应用架构

４　结语

作为物联网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智慧病

区可以为各项诊疗活动提供全面的信息化支撑，有

助于减轻医护人员工作量，改善就医流程，保障患

者安全，提高医疗质量和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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