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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内外医联体信息化发展现状，以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阐述以其为主体的医联体信息
平台架构、主要业务功能及应用效果，指出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实现医联体内资源互通共享，提升医疗和服

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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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医疗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医疗

卫生资源及服务技术水平分配不均衡问题日益凸

显，为使资源最大化、医疗配置合理化、提升医院现

有医疗水平并有效改善看病难问题，很多城市正逐步

开展医疗联合体项目建设。但目前医联体内各医院已

有独立的信息系统，如何实现信息资源高效、便捷

共享，同时保证信息安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２　国内外医联体信息化发展现状

２１　国外

医联体是指将同区域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

社区医院以及村级医院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一

个联合体，各医院之间通过数字化、网络化、信息

化等手段，完成信息共享，真正实现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慢性病分治及上下联动分治的诊疗模式。

医疗服务体系整合一直是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不

同国家、地区由于卫生体制环境和背景不同，整合

形式也多种多样。如日本建立三次医疗圈；英国建

立从社区医疗服务到地区医院再到教学医院的三级

网络；美国建立普通疾病由初级保健医生治疗，重

大疑难疾病根据疾病诊断治疗分类标准转诊给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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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医疗模式［２］。

２２　国内

从调研结果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医联体信息平台

建设仍处于摸索阶段，虽然进展不一，但总体上能

够结合当地实情和医联体内自身优势进行平台设计

和搭建。如湖北枝江市医联体是借助阿里健康平台

实现全市多家医院医生同台坐诊，居民可通过村医

挂号，由专家面对面视频问诊，远程诊疗。天津河

北区医联体开通远程会诊服务，同时在公共卫生检

验项目集中送检的基础上依托信息化优势，以检

验、影像为切入点［１］，进一步推进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自 ２０１８年起在原有医疗
信息化基础上，借助云服务以及大数据技术等，由

医院牵头为主体，采取战略联盟、技术合作等方

式，探索联合市二级公立医院、县区级公立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组建市县区医联体。大力发展

医院远程医疗服务建设，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包括

远程心电、影像、会诊、视讯等信息系统，以此为

切入点有效推进医联体上下贯通、高效运行，逐步

实现医联体内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目前已完成与９
家医疗机构的远程心电诊断合作，６家医疗机构的
远程影像诊断合作。

３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信息平台架构

由于医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基础不

同、标准不统一、医疗信息数据不够兼容［３］，难以

实现数据传递、信息共享。为解决该难题医院和医

联体内各级医疗机构协商，对系统老旧、标准较难

统一并且具有一定更换能力的医疗机构，更换其信

息系统与牵头医院相同，如三塘镇卫生院、琅东医

院等。但该方法资金投入和实施工作量巨大，不适

用于大多数医联体。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信

息平台根据现有信息化基础，整合医联体医疗数据

对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形成支撑，为医联体模式下各

医疗系统提供统一的协同应用，满足业务协同需

要，如马山里当瑶族卫生院等。医联体信息平台总

体设计架构，见图１。由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牵头

部署相关服务器，包括数据库服务器、Ｗｅｂ服务
器、视频会诊服务器和存储等。利用防火墙和入侵

防御系统搭建医联体专网，同时考虑各成员之间网

络的异构性，兼顾安全和性能以及系统业务的可扩

展性。整体架构由基础层、网络层和应用层组成：

基础层提供硬件和基层数据服务，网络层为各个业

务系统之间传输信息提供支撑，应用层为各业务功

能表达提供平台。架构各层次之间均贯穿安全和标

准管理体系，用于系统安全管理、防止信息泄露与

篡改以及数据标准化表达和共享［６］。

图１　医联体信息平台架构

４　主要业务功能

４１　概述

医联体信息化建设主要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

信息系统对医联体内各功能业务的支撑，同时实现

医联体内诊疗信息的互联互通，主要体现在双向转

诊、远程会诊、系统管理、药房、收费、检查检验

等方面，医联体信息平台业务功能，见图２。下文
以紧密型医联体内的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与三塘镇

卫生院为例进行介绍。

图２　医联体信息平台业务功能

４２　双向转诊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三塘镇卫生院提供向上

转诊申请服务。三塘镇卫生院可向南宁市第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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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申请检查检验并查看结果报告，可为需要转诊

的患者提供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预约服务。医

生在为患者开具处方时如果发现本院药品缺乏可以

选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药房进行发药，系统自

动同步获取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时药房药品库存

信息，具有跨药房开药等功能。

４３　远程医疗

４３１　远程会诊　对于疑难病种、偏远医院或不

适宜远途劳顿的患者，医联体内部各医疗机构之间

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向上级医院或相应科室实力较强

的医院提出远程诊疗协助申请，上级医院或接收申

请的医院可组织专科医生通过视频等方式进行远程

会诊。同时将会诊申请、状态、诊断结果等以电子

病历的形式记录存档，便于会诊双方多次调阅查

档。提供多次会诊交互功能。

４３２　远程诊断　目前占远程医疗业务的８０％以

上，医联体内更多的基层或社区医院优先选择远程

诊断服务，如远程心电、影像、病理等网络诊断服

务平台。这些服务平台均通过医联体专网中的服务

器，利用搭建的信息融合软件接口将基层心电、影

像、病理等检查检验采集的数据信息传送到上级医

院，实现数据的双向通讯。上级医院可利用该网络

专线帮助基层医疗机构实现患者突发疾病的快速诊

断，有助于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诊断水平，而且对

需要上转医院的患者也省去入院后二次检查检验，

减少损伤风险，为患者救治节省时间和费用。其中

心电网络与１２０救护车的对接，实时采集传送途中

记录的相关信息，使得上级医院及早做好救治准

备，尤其是心脏病患者，实现院前急救心电检查的

数字化［５］。

４４　系统管理

主要为医联体内各医疗业务提供审核和处理服

务，包括各类电子申请单的接收、审核、预约、收

费和发药等功能，包括对转诊患者的医保管理、病

历接待审核、预约挂号和费用处理；对会诊患者病

历的审核、安排和费用处理；对转检、转验患者预

约和费用处理；对优质医师资源的分配、调度、指

派以及医师费用核算；对系统使用者权限的约束和

管理等；对跨院药库的药品和处方管理。对紧密型

医联体成员间施行一体化管理，对半紧密型医联体

成员间采取签约管理。

５　应用效果

５１　概述

构建医联体信息化管理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医联体内医疗机构之间管理、技术和医疗资源的共

享，也为更加统一化、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奠定

基础，同时为患者提供多渠道、多途径的高效、便

捷就医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通过不断学习、

交流、探索已经形成具有本区域特色的医联体信息

化服务模式。

５２　提供更加便捷的转诊、转检、转验、药品服务

社区及基层医院在上转患者时相对于传统转诊

而言更加便捷化，通过医联体信息系统，结合患者

初诊病情，提交上转申请单，共享患者诊疗信息即

可。为患者预约门诊，基于转诊优先原则患者可及

时就诊。对于符合康复下转条件的患者，上级医院

只需通过医联体信息系统开具下转通知单，社区及

基层医院接收康复患者并对其进行康复治疗和日常

管理。开通医联体信息系统后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

之间可相互转检、转验，一方面设备得到最大化的

合理利用，实现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解决基层医院

或社区医院无条件检查、检验的问题。药库资源的

共享为医生提供更为广泛的选药渠道，也为患者提

供更好、更及时的救治，随着物流业的发展，药品

能够通过物流从上级医院直接配送到患者手中，实

现更便捷、更人性化的就医服务体验。

５３　有助于提升基层医师水平

借助医联体信息系统上级医院开设或共享各类

医学知识讲座，包括视频文件、电子病历借阅、会

诊交流等多种形式，将医师资源和经验分享给基层

或社区医院，充分发挥帮扶作用，提高基层医疗机

构医师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实现专科共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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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能力。

５４　提供一站式医保服务

医保是医联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借助

医联体信息化管理平台将患者就诊信息与医保信息

相关联，如果患者通过符合医保管理规定的定点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首诊、双向转诊，那么医保部分也

将随患者从基层转到上级医院，做到无缝对接，为

患者提供便捷的报销凭证，无需在多家医院来回

奔波。

６　结语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信息化建设符合国

家医疗改革政策，作为南宁市示范型医联体建设机

构，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优质资源优势，利用

合作医疗机构的服务功能和资源，实现整体区域医

疗的互通互联，提升医务和服务水平。但医联体建

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使医疗资源利用

最大化、医疗响应快速化、信息安全持久化，如何

培养组建具有计算机学、统计学、医学多方面技能

的人才团队等［４］，这些都是在今后工作中需要不断

探索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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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尤其是孤寡老人的生活质量。该研究结果为进

一步研究移动医疗技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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