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云平台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在区域
医疗中的应用

马如慧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 ("&###"

!摘要" !以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为例! 在介绍其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X93DG/25/3=919;J?;0 F.CCG;93?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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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X93DG/25/3=919;J?;0

F.CCG;93?D9.; OB:D2C:! X5FO& 是医学影像学) 临

床医学) 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 计算机技术及网络

通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其主要任务是将医学影像

资料转化为计算机数字形式! 通过高速计算设备及

通讯网络! 完成对图像信息的采集) 存储) 管理)

处理及传输等功能! 使得影像资料得以有效管理和

充分利用,"-

$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

影像在临床诊断中的重要作用! X5FO 逐渐成为各

级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X5FO

固有的存储容量大) 访问频率高) 数据量增长速度

快等特点决定了其在实际应用中产生较多的技术瓶

颈$ 医疗模式的不断变化) 分级诊疗制度的全面推进)

集团化或医联体形式的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的迅猛发

展! 都使得传统X5FO 的功能发挥和规模发展受到了

较大制约! X5FO影像数据的存储存在无法满足高访问

量的问题! 同时异地多医疗机构之间的影像数据共享

等问题对X5FO的存储和应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于 %#"# 年 ' 月开始建设

X5FO! 起初仅用于影像诊断科室! 同年通过数字链

路技术接入洛川县医院以及洛川槐柏乡医院! %#"%

年成立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心脑血管专科病区!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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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FO延伸到新院影像诊断科室) \超诊断科) 介

入导管室等科室! X5FO 在医院的应用进一步扩大!

通过网络连接 ' 所医院所有影像设备! 全部数据上

传到总院数据中心! 分院) 基层医院均无数据存储

及服务器设备! 实现统一的影像数据及处理中心)

统一的流程! 达到影像实时在线应用和远程读取!

统一的集团及区域先进影像临床服务中心雏形基本

实现$ 但随着延安医疗集团的成立以及本区域内医

疗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 现有的 X5FO 在数据处理

速度) 存储方式以及复杂结构下的互联互通等方面

已经无法满足应用! 需要一个有利于将分散资源聚

合起来的新平台) 新技术! 而云存储技术为医院提

供新的思路$ %#"&年 * 月医院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决定建设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X5FO! 同时接入医疗

集团内和医联体内的多家基层医院并启用临床影像!

筹建互联网影像中心! 实现基层医院与影像中心的快

速会诊响应! 医院的X5FO应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互联网云平台2345实现

#%!"云存储在2345领域应用的必然性

云存储是在云计算概念上延伸和发展出来的一

个新的概念! 是指通过集群应用) 网格技术或分布

式文件系统等功能! 将网络中大量各种不同类型的

存储设备通过应用软件集合起来协同工作! 共同对

外提供数据存储和业务访问功能的一个系统,%-

$ 鉴

于医院 X5FO 所需要管理的是海量医学影像资料!

以及存储层的设计在 X5FO中的重要作用! 云存储

技术的出现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

外! 随着区域医疗) 集团医院) 医联体等多种医

疗组合模式的出现! 以及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的

常态化! 传统的一家医院一套独立 X5FO已经无法

满足影像数据共享) 多学科医生之间协同工作)

专家随时随地办公等一系列现实需求! 而基于互

联网云平台的 X5FO可以改变这种情况! 云计算技

术非常适合当今医疗信息化的建设! 尤其在 X5FO

领域巧妙规避数据 *阻塞+ 现象! 杜绝存储 *扩

容+ 的烦恼$

#%#"2345体系结构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 X5FO

体系结构! 见图 "$

图!"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基于互联网云平台的X5FO体系结构

!!该平台主要由前置转发服务器) 安全设备) 互

联网X5FO数据中心) 应用单位等部分组成! 实现

了将分散的医疗影像资源聚合成一个系统的目标!

满足了集团医院 X5FO 应用需求! 可以随着医疗机

构需求的增加而增加! 具有相当的弹性$ 目前以延

安大学附属医院和心脑血管专科医院为主体! 通过

前置转发服务器和安全设备实现了内外网合并! 实

现与电信级的互联网数据中心连接! 通过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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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与医院信息系统 %T.:>9D?AS;E./C?D9.; OB:D2C!

TSO& 和电子病历系统双向连接! 达到了全院的统

一应用! 尤其是全院的影像科技师和临床大夫通过

移动通讯终端实现了影像的随时随地诊断和阅读!

既方便了会诊! 又解决了传统会诊形式的效率和人

工成本问题$ 同时在该系统中接入了洛川分院) 延

长分院) 志丹分院) 宜川分院) 甘泉县医院) 槐柏

乡卫生院等多家医疗机构!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建

立影像会诊中心! 实现多医疗单位) 多人) 多地的

远程会诊和阅片教学学习效果! 见图 %$

图#"跨医疗机构远程会诊

#%$"具体实现方式

通过互联网在 *医真+ 网主页进行医疗机构认

证! 即医院管理员提交认证资料并进行个性化功能

设置和医院科室等设置! 机构认证成功后! 医院医

生通过手机号码注册账户! 在手机终端安装相应的

5XX! 可及时查看影像科室上传的影像资料和诊断

报告! 改变急诊患者需要向影像科室提前借阅片子

的模式$ 账号注册需要提供个人邮箱! 可查看来自

医疗机构) 系统等的消息! 以及医疗机构内注册医

生之间的消息! 方便会诊医生之间进行影像资料的

传送和病历讨论$ X5FO与TSO集成! TSO提供数据

库中间表或者数据库视图! X5FO 提取 TSO 中门诊)

住院患者信息! 返回诊断报告) 影像资料! 所以医

生注册时需要提供医生在医院内部使用的 TSO 账

号! 以实现医生在 TSO 查阅影像报告和图像的功

能$ 在影像诊断过程中的远程会诊! 医生可发给本

机构其他医生! 也可发送给建立挂靠合作关系的医

疗机构的医生! 以实现影像诊断的准确性$ 医生通

过挂靠机构并征得对方同意后即可随时) 随地登录

本系统进行正常工作! 但在远程会诊时! 只能写会

诊意见! 不能写报告$

鉴于基于云平台的 X5FO 对于互联网的绝对依

赖! 必须要考虑互联网不畅通的特殊情况$ 所以!

为防止意外的发生! 通过搭建院内计算集群以及数

据转存配置! 建立医院 X5FO 离线模式! 即影像资

料在上传云端的同时在本地存储最近 * 个月的数

据! 若遇到互联网中断或者其他故障时! 系统自动

根据集群配置) 用户机构及数据存储状态! 判断使

用在线还是离线集群模式! 从而达到业务不中断$

$"应用效果

$%!"降低成本% 实现数据的安全存储

延安医疗集团由总医院) 心脑血管专科医院)

传染病医院) 延长分院) 洛川分院等 ( 家医院组

成! 数字影像设备在各医院广泛应用! 数字影像设

备一次扫描将产生数百至数千幅图像! 一幅普通F<

图像约 ",# M\! 保守估计一家三甲医院 " 天的存储

量就达 ,# l"## Z

,*-

$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如此多的

图像需要长期保存! 传统的 X5FO 存储架构很难满

足其需求$ 并且随着集团医院和医联体的成立! 将

有更多的医院加入! 医院间患者的互相转诊以及医

疗资源的高度共享等现实问题决定了需要实现统一

平台下的数据存储$ 云存储技术在延安大学附属医

院的应用实现了影像数据超级存储能力和全处理应

用! 集团医院所产生的全部影像数据存储于专业的

电信级数据中心规模的第 * 方平台! 系统的存储容

量几乎没有限制! 采用 OOW"%+ 位加密技术! 确保

未授权的用户不可访问患者资料! 保证患者隐私!

诊断的严谨性及患者资料的安全性! 严格的登录注

册流程! 全方位保障机构信息安全$ 省去了各家医

院建设影像存储和扩容的相关费用! 而且对网络的

要求相对较低! 各医院可以根据应用情况选择不同

的接入速率和方式! 只需要互联网环境即可实现!

省去了以往医院租用网络运营商专线或UXP等的费

用" 同时省去了影像数据的备份) 存储冗余等防范

措施的费用$

$%#"统一标准% 实现跨机构远程会诊

由于医联体内各医院的X5FO开发标准不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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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公司开发的产品操作系统) 数据库) 开发结构

各不相同,'-

! 软硬件产品异构现象较普遍! 产品的

兼容性较差! 接口复杂难以实现或升级开发成本过

高! 导致在医院之间联网或者数据共享时遇到难

题$ 随着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基于互联网云平台

X5FO建设! 4SO )X5FO 达到了高度统一! 尤其是

利用 *医真系统+! 订制并推行公共报告模版! 规

范各种技术) 常见疾病的诊断标准! 同时根据国内

外影像诊断的最新进展定期对 *医真系统+ 进行维

护) 修订和补充! 不仅增加了新标准) 新规范! 还

对诊断医师在工作中有了统一要求! 提升了诊断水

平$ 该系统通过互联网实现机构间无缝对接! 建立挂

靠机制! 相互挂靠的机构可进行随时随地的远程会

诊! 让会诊更有价值$ 随着国家的医保政策以及分级

诊疗和药品零加价等措施的落地实施! 集团医院甚至

医联体内患者的流动性大大增加! 客观上要求实现数

据共享! 优化双向转诊流程! 所以在延安大学附属医

院建立互联网云平台下的X5FO! 实现该院和基层医

院之间医学影像数据的双向集成! 不同医院通过同一

平台实现对同一患者在线阅片和会诊! 提高影像报告

的质量! 避免对患者的重复检查! 也加速医联体内各

医院影像诊断专业化发展的速度$

$%$"拓宽应用范围% 获得更好的应用体验

该平台的建立和 *医真系统+ 的使用! 整合了

医院所有的影像系统! 更满足了不同机构的不同需

求! 支持所有医学影像类的 LSFQM标准设备图像!

使医学影像类科室和临床科室功能实现无缝对接$

在系统中设定标准的影像报告模板并支持在线打

印"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收藏每一个有价值的研

究对象以备科研应用" 新检查) 报告状态等实时在

线提醒提高沟通效率! 用户无须时刻盯着电脑屏

幕$ 利用云X5FO 首先是解决了传统会诊的时间和

地域的限制! 远程会诊期间主管医生可利用通信技

术在线发送远程会诊请求! 受邀专家会收到系统自

动发送的邮件与短信提示实行远程办公! 甚至部分

不能到场的专家可以通过移动智能终端接收影像并

做出诊断$ 其次! 利用云 X5FO 实现多学科医生间

的会诊! 打通各学科之间的会诊需求! 任何在 *医

真系统+ 中注册的医生! 可向系统中注册的任何地

方) 任何学科的专家发出会诊请求! 实现消息的及

时收取及发送! 搭建高效的线上交流场景! 提高诊

断质量和沟通效率$ 再次! 临床医生利用移动终端

或者XF工作站及时查看急诊患者的检查影像并进

行及时的治疗! 而无须等待影像医师出报告或者亲

自到影像科室借用胶片! 这样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

间$ 临床医生下班回家后或者在外地出差期间! 也

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查看所管患者当天的影像信息或

者对比历次的检查信息! 及时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

反馈给值班医生! 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结语

伴随着云存储) 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X5FO将朝着更加安全) 稳定) 易用) 开放及便于

共享的方向发展,,-

$ 在 X5FO 的应用中推行云存储

是解决大规模影像存储的重大决策! 长期来看也是

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以及

集团医院内部利用云平台实现互联网 X5FO! 除了

解决系统存储的重大难题外! 更主要的是实现了在

集团医院内影像数据互通信息接口的统一! 以及使

X5FO在院内) 院间乃至本区域内医疗机构间的合作

互联成为现实! 助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患者将得到

更加优质且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另外! 区域医疗更加

需要云存储平台作为支撑!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X5FO

云存储平台的应用为其他系统) 设备的相互整合! 实

现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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