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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医院发展的基础! 是为

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基本保障/!0

" 在国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 为加强医

院内涵建设! 提升学科整体实例! &%!% 年原卫生部

启动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评估试点工作" &%!% 年底

以国家重点专科评估工作为基础! 整合原卫生部重

点实验室建设和部署医院临床学科重点项目建设!

共同设立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此项工作不仅是

#对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考和顶

层设计$

/&0

! 而且也是等级医院. 现代化医院医疗

技术建设的主要内容/. (#0

"

为充分发挥临床重点专科的业务优势! 提升学

科影响力! 在更大范围内为患者提供有效服务! 探

索满足临床专科实际需求的远程医学系统运行模式

具有积极意义" 远程医学 &% 世纪 $% 年代起源于美

国/$0

! 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及远程视频技术. 通

信技术! 提供全方位的远距离医学服务活动! 是信

息技术和远程医学服务的有机结合/'0

! 其内容主要

包括远程会诊. 远程护理. 远程培训. 医学信息服

务. 技术交流等与医学相关的活动/50

" 会诊是一个

医学术语! 指几个医生共同诊断疑难病症. 确定诊

疗意见的医疗过程/00

" 远程会诊是异地专家通过网

络信息技术. 通讯工具. 音视频技术等为患者诊断

疑难病症. 确定诊疗意见的一种特殊会诊! 会诊过

程中所传递的医疗信息有静态书面信息 %如体检报

告单. 病情报告等' 与动态图像信息 %如患者面

色. 舌色. 4,片等! 心电图等'

/70

" 远程会诊与传

统的医学服务模式相比! 更方便. 快捷地实现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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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共享. 交流患者信息! 且辐射地区多. 范围

广! 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当前! 医疗行业竞争激烈!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是医院具有巨大潜力的经济资源! 同时远程会诊技

术也越来越成熟! 将二者融合可以帮助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更好" 鉴于此! 本文重点从可行性分析. 远

程会诊医学网络组织结构以及会诊服务模式几方面

浅谈基于临床重点专科的远程会诊模式"

#"模式可行性分析

#$!"从 #临床重点专科$ 方面分析

&%!%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 & 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

国! 但是在医疗服务等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还存在

较大的差距" 而且近年来! 人民群众看病就医出现

#井喷式$ 现象! 现有的医疗服务水平远满足不了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医疗服务体系也存

在着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医疗服务能力不高. 临床

专科能力发展不均等问题" 在公共卫生事业和医疗

服务体系建设中!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建设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要发展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必

须从底层的临床重点专科抓起" 对于参选评定 #临

床重点专科$ 的医院必须经过原卫生部所规定的 .

年建设周期! 满 . 年后对其进行考核! 考核结束后

决定是否给予 #临床重点专科$ 称号" 评估标准主

要包括医疗技术队伍. 基础条件. 医疗服务水平和

能力. 医疗质量状况与科研教学 $ 部分! 其中后两

部分的分值比例超过 '%Z

/!0

"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在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 甚至对于提高医院的综合

实力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临床医学

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中指明 #重视临床$ 的方向"

%&' 将医院的工作重心放在临床上! 改变医护人员

#轻临床! 重科研$ 的认识" %.' 建设和发展有特

色的临床重点专科! 有利于形成专科优势! 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和疑难重症救治能力! 从而带动医院其

他科室建设和发展! 促进医院的全面建设/!%0

"

#$#"从 #远程会诊$ 方面分析

目前! 远程会诊应用广泛. 方式多样! 有医院

远程会诊. 车载式远程会诊. 便携式远程会诊和海

上远程会诊等" 医生在进行远程会诊时! 可选择在

线实时会诊和离线会诊! 在远程会诊结束后! 还可

以通过随访了解患者身体健康恢复情况" 远程会诊

对患者. 医务人员以及医院社会 . 方面都有着非常

积极的影响& %!' 坐在异地视频设备前的专家可以

为患者诊断疾病! 节省患者来回奔波的时间与金

钱" %&' 基层医护人员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得到权威

医学专家的指导. 帮助! 可扩展专业知识. 提升医

疗水平" %.' 远程会诊可以优化医疗资源分布! 提

高整体的医疗技术水平" 将临床重点专科与远程会

诊融合在一起! 一方面可进行基于临床重点专科的远

程教学指导. 培训等医疗活动! 摆脱地域束缚! 实现

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与交流( 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临床

医学人才与学科建设! 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 加

强医院临床专科建设! 扩展专科辐射能力"

%"会诊网络组织结构

%$!"一点对多点模式

一点对多点模式! 即单个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单

位. 多个接受远程会诊服务单位! 二者均与远程医

学中心相连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组织结构上较为简

单! 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但在远程会诊提供方

单位存在单一. 孤立. 不全面等问题! 一旦提供远

程会诊服务单位出现问题! 将无法继续会诊工作!

没有一定的容错性与扩展性"

%$#"集团化模式

集团化模式! 即由单个远程会诊管理中心负责

管理远程会诊工作和数据交换! 多个提供远程会诊

服务单位. 多个接受远程会诊服务单位均与远程会

诊管理中心相连! 形成 #多点111中心111多点$

的远程会诊模式" 基于临床重点专科的远程会诊采

用集团化模式" 临床重点专科横向可以辐射其他地

区同级别医院! 选择提供远程会诊服务单位为集团

化模式中的多点( 纵向辐射区域为多个下级医院!

其下级医院均为各地区同级别医院! 选择接受远程

会诊服务单位为集团化模式中的多点" 基于临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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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专科的远程会诊集团化模式具体组建如下& 多点

111由各附属医院的临床重点专科组成集团化远程

会诊基地( 中心111远程会诊集团化管理中心! 成

立由临床重点专科领导和各大附属医院共同组成的远

程会诊管理委员会! 负责选出会诊的人员! 组成远程

会诊小组! 专门负责落实会诊医生和实际会诊过程等

工作( 多点111使用多种通讯线路 %内网. 外网.

专用线路通道等' 连接上远程会诊机构的外地医院"

基于临床重点专科的远程会诊集团化模式! 见图 !"

图!"集团化模式

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中! 大学附属医

院占多数! 但是大学附属医院是作为 #被告知方$!

而不是 #参与方$" 集团化模式不仅可以将大学附

属医院融合进来! 还可以为培养临床医学人才提供

更多的渠道( 横向辐射组建一个专科特色队伍! 纵

向帮助劣势下级医院! 有助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会诊服务模式

&$!" #以患者为中心$ 服务模式

#以患者为中心$ 服务模式! 患者到门诊就诊!

排队111挂号111候诊111就诊111付费111医技

科室预约检查111等候检查111取检查结果111再

就诊111再付费111取药111治疗111离院/!!0

" 在

会诊中! #以患者为中心$ 服务模式不仅会使门诊

就诊繁琐. 增加医护人员无效劳动力! 而且使得医

院在管理医疗资源. 会诊工作. 医患关系等方面失

去了主动性"

&$#" #以就医者需求为中心$ 服务模式

#以就医者需求为中心$ 服务模式! 不仅仅只

以患者为中心! 还将医护人员. 医疗资源. 医院的

基础设施等加入其中" 与传统以患者主导的会诊相

比! 会预先安排并发布上级医院会诊专家排班表!

调整公示远程会诊的收费标准! 下级医院根据专家

出诊表来申请远程会诊! 完成病历资料传递并通过

审核后! 双方开始远程会诊到远程会诊结束" 基于

临床重点专科的远程会诊采用 #以就医者需求为中

心$ 服务模式" 其优点如下& %!' 定向为患者推送

信息! 提前了解专家排班与专长" %&' 自助挂号.

缴费. 方便患者自助就医" %.' 与影像存储与传输

系统对接! 方便医生在开展远程会诊中查看患者信

息资料" %#' 与检验信息系统对接! 可自助查询检

查报告" %$' 与电子病历系统对接! 提高医护人员

工作效率" %'' 有利于开展远程健康管理服务项

目" %5' 方便管理医生个人信息档案" %0' 方便管

理患者个人电子病历档案" %7' 完善随访! 有利于

医生对患者的健康管理" 基于临床重点专科的远程

会诊采用 #以就医者需求为中心$ 的服务模式! 可

唤起医疗群体的热情!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护人员

的工作量! 同时帮助群众看懂远程会诊" 借助远程

会诊技术可使临床重点专科有限的资源作用达到最

大化! 同时也让医护人员愿意主动去用好远程会诊

这支 #笔$! 成为远程医疗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传

播者! 使得远程会诊被人民群众接受与熟悉"

'"相关模式实施与及效果

'$!"远程会诊集团式模式

!77' 年上海医科大学远程会诊集团模式建成并

投入使用! 取得一定效果" 其提供远程会诊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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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医院是由医科大学医疗特色附属医院和教学医

院组成( 远程会诊管理中心可根据上级与下级医院

距离. 开展远程会诊的形式等提供不同通信方式

%卫星. 链路等'( 接受会诊服务的下级医院有本土

上海医院以及其他外省医院 %江苏. 浙江等'"

'$#"基于心血管病专科开展心电图的远程会诊模式

在 &%!& 年湖北省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通过远

程会诊中心在湖北监利县及县以下的医院开展远程

心电图会诊! 这是一个基于心血管病专科的一点对

多点远程会诊模式" 利用该模式可以动态监控监利

县人民心血管疾病! 有效缓解基层医疗单位缺乏专

业的心电图诊断医生. 心电图检查诊断水平低等

问题"

("结语

临床重点专科是医院建设重点内容! 只有把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好! 才能形成专科优势! 以点带

面! 提升综合实力! 医院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

将临床重点专科与远程会诊融合在一起! 既有利于

扩大临床重点专科辐射面! 发挥专科特色优势! 提

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又能为远程会诊宣传! 使得

远程会诊被人民群众熟悉与认识" 基于临床重点专

科的远程会诊模式是一种新思路! 同时实现多途径

培养更多的临床型人才! 为医院带来活力! 更好地

为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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