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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医院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建议背景，在对住院患者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功能需求进行调查的基础
上，明确系统建设的９大基本功能，指出智能床旁互动系统能够创新医护患沟通模式，促进科学化临床路
径设计，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患者就医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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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移动临

床医疗系统逐步成为医院网络应用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智能医疗的理念逐步在医疗系统中应

用，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使病人或健康人群随时

随地、便捷、公平地获得相应医疗服务［１］，其核心

就是优化就医流程，满足患者智慧就医需求。本文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上海市儿童医院住院患者进

行调查，在充分了解住院患者就医需求的基础上构

建医院智能床旁互动系统，让患者享受到更加优

质、全面、高效、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２　医院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建设背景

２１　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推进医院移动医疗的快
速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有效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通讯和信息技术保证医疗信息安全、快捷地存

储与利用，实现医疗流程优化和效率提高，改善医

院整体管理水平。国外此类应用开始得比较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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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移动计算和无线网络技术典型代表的掌上电脑

（ＰＤ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逐渐普及，公共医疗

机构已有超过１５万医护人员在使用移动设备。２００１

年美国新奥尔良州的 Ｏｓｃｈｎｅｒ医院率先配置了 Ｃｉｓｃｏ

Ａｉｒｏｎｅｔ３４０系列无线网络的便携机，开始将无线技

术用于医生移动查房、查阅资料、记录医嘱的尝

试。同年，日本龟田医院在布设无线局域网络的基

础上引入无线移动技术，用于床边移动护理管

理［２］。与此同时，同类技术也开始在国内一些大型

医院逐渐应用。２００４年上海东方医院成为我国大陆

地区首先布设无线医疗系统的单位，采用由美国网

件 （ＮＥＴＧＥＡＲ）公司推出的全系列基于最新无线

局域网标准８０２１１ｂ的产品，开始利用平板电脑和

相关软件进行电子处方及诊断结果报告。现代通讯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外医疗卫生领域的有

效实践，为医院移动医疗推进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和实践基础。

２２　智能医疗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医院信息化建设是适应医疗卫生改革的必然选

择，也是实现科学管理、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改善

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起

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３］，近几年国内医院的信息

化发展迅速，大部分大型医院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

集成化信息系统，基本实现以医疗及管理信息为主

的信息化管理。智能医疗是利用先进的网络、通

信、计算机以及数字技术，实现医疗信息的智能化

采集、转换、存储、传输和后处理，及各项医疗业

务流程的数字化运作，从而促进患者与医务人员、

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逐步达到医疗信

息化［４］。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智能医疗列入 《物联

网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在新型医疗改革的推

进下，我国更加重视智能医疗产品及医疗信息化在公

共卫生医疗领域的投入［５］，未来的智能医疗产品在

设计上将会表现出更强的个性化、移动化趋势。智能

医疗的发展使得患者能够通过客户智能终端便捷地进

行疾病相关健康信息查询和定制、临床路径查询、医

疗信息提示、视屏互动等功能。２０１５年约５０％的用

户通过手机或各种移动终端使用智能医疗应用［６］。

３　医院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患者需求分析

３１　问卷设计及整理

问卷设计围绕住院患者就医需求展开，共分为两

部分，第１部分为患者基本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

与患者的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户籍所在地以及月

均可支配收入等），第２部分为患者对智能床旁互动

系统功能需求。本次问卷以住院患者及其家属为调查

对象，共发放问卷２５０份，回收问卷２３０份 （回收率

为９２％），其中男性８８名，女性１４２名，年龄以中青

年为主，３５岁以下占６１１％，患儿父母亲自照护的

占７７７％，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下为主，占７４３％。

本研究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３２　患者需求分析

现代医疗服务要求充分体现人性化、多元化的文

化理念，将该种理念贯穿于患者住院、医疗、护理、

出院和日常生活服务等各个环节，在服务住院患者就

医过程中应增加医学人文类的非基本医疗服务，为患

者提供多层次的消费选择和良好的人文就医环境。本

研究对患者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总体功能的需求调查显

示，住院患者对疾病知识信息的需求度仍排在第１

位，占总人数的９９５７％，而休闲娱乐资讯、便民服

务信息以及健康宣教等非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所占比例

也非常高，见表１，说明构建智能床旁互动系统除了

向患者提供疾病诊疗信息外也应关注患者的非基本医

疗服务信息需求。

表１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总体功能需求分析

类别 人数 占比 （％）

疾病知识信息 ２２９ ９９５７

休闲娱乐资讯 ２２７ ９８７０

便民服务信息 ２２３ ９６９６

健康宣教信息 ２２３ ９６９６

紧急呼叫功能 ２１５ ９３４８

医技检查报告查询 ２１４ ９３０４

费用查询 ２１３ ９２６１

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２０７ ９０００

在线互动功能 ２０５ ８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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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基于患者需求的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构建

４１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平台建设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是以医院信息化平台为基

础，以可移动的便携式电子产品ＰＤＡ为终端，通过
接入无线网络将通信、网络、存储、娱乐、智能医

疗等多功能融合，形成基于安卓系统的医护患一体化

互动平台。该系统以患者对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功能需

求为依据进行功能设计，面向患者及其家属，一方面

聚焦于患者疾病诊疗，另一方面关注患者及其在诊疗

之外的心理、精神和社会需求，充分发挥非基本医疗

服务在疾病治疗中的辅助作用。目前医院智能床旁互

动系统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９大类，见图１。

图１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功能设计

注：用表中数字为选择该项功能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４２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创新医护患沟通模式

医疗活动是复杂的医学过程，需要病人及其家

属的参与，传统的以医生主导的单向信息传递的

“管理病人”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医学发展的要求。

患者及其家属有参与诊疗活动获取知情权的权利，

而不是被动接受各种诊疗方案。在问卷调查中发

现，９７２％的患儿及其家长希望能够参与疾病诊疗
方案，病人参与式管理侧重管理的科学性，让患儿

及家属参与疾病管理，通过移动终端时刻关注患儿

诊疗状况及病情变化，增加患儿及家属接受诊疗方

案和配合治疗的积极性。显而易见，做好医患关系

管理工作，应运用现代信息网络与广大患者保持密

切的联系［７］。因此医院应转变医疗服务理念，依托

信息平台和现代通讯技术，构建智能床旁互动系

统，该系统利用医院信息化资源，构建医护患一体

化互动沟通平台，通过可及的多元医疗信息系统，

为患者提供可互动的、可参与的智能化服务活动。

基于智能床旁互动系统的传媒信息、视频探视等功

能，缩小了社会与患者的距离，患者及其家属不会

因为住院而远离社会生活，远离亲友关爱，有助于

患者的身心康复，缓解因焦虑和被社会生活隔离而

可能导致的医患矛盾。另一方面，该系统可以通过

健康信息定制、医疗需知查询、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等实现医患互动，提高患儿及其家长对疾病诊疗的

参与度，进而增进对诊疗方案的理解和认可，拓宽

了医患沟通路径，提高医患沟通效率。

４３　智能床旁互动系统促进科学化临床路径设计

现代循证医学的发展要求医务人员在医疗决策

中将临床证据、个人经验和患者的实际情况及意愿

相结合，合理利用循证医学思想改善现有医疗行为

模式，建立科学的临床路径［８］。数据挖掘技术的思

路是把现有的系统和数据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信

息关联，建立医院数据仓库，通过客户需求建立数

据模型，从海量信息中获取与疾病相关的有价值信

息，通过这些信息影响诊疗行为。数据挖据是实现

循证医学应用于临床，设计科学化临床路径的重要

技术基础。医院智能床旁互动系统则是在循证医学

思想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医院医疗信息数据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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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收集、融合和发现疾病相关诊疗知识，通过数

据挖掘技术，准确快捷地将信息内含有的医学知识

与医疗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联，实现医学知识

的组织与管理，在已有临床路径的基础上，合理控

制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为不同的个体设计个性化

的临床诊疗路径。

５　结语

建立高度共享医院诊疗信息资源的智能床旁互

动系统能够简化医务人员的工作流程，提高诊疗效

率，减轻医务人员工作的负荷，避免患者和家属因

住院而与社会生活相隔离，有助于患者身心健康、

家庭关爱，体现个体化的医学人文关怀。与此同

时，该系统能够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有效整合医疗知

识，充分运用循证医学的理论，提高医疗服务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节约卫生服务成本，减轻病人疾病

负担。因此，运用现代智能医疗技术，以住院患者

临床需求为基础，建设智能床旁互动系统是现代信息

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体现现代医院管理理念和医

学人文关怀、增加医患和谐度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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