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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智能移动设备构建移动智能化康复管理信息系统，阐述系统架构、功能架构等，指出该系统
有助于提高院内外康复诊疗与指导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实现规范化、个性化、精准化康复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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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康复医学是一门以消除和减轻人体功能障碍，

弥补和重建功能缺失，改善人体功能的医学学

科［１］，包含功能障碍预防、诊断、评估、治疗、训

练和处理，是现代医学 “预防、临床、康复”三位

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２］。康复医疗需求主要来自老

年人、慢性病患者和伤残人士［３］。老龄化、慢性病

和残疾等问题导致人体机能功能障碍，康复治疗可

有效改善功能障碍，提升独立生活能力，帮助患者

回归家庭与社会［４－７］。我国康复医学起步较晚，临

床康复医疗资源 （如康复医师、护理人员、床位

等）与现实需求及现代康复医学发展存在差距。为

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国家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明确指出加强人口健

康信息化建设以及残疾人健康管理和社区康复［８］。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强调发展康复和健
康养老服务，健全康复和医养结合体系，促进健康

老龄化，提高残疾人康复水平，实施精准康复［９］。

康复治疗包含院内问诊与临床检查、评定、治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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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院外训练等环节［１０］。目前康复治疗过程中的诊断

结果、评定报告和治疗记录等信息已实现数字化管

理，但不同地区和医院的信息系统存在差异，信息

孤岛现象较严重，不利于推动康复医疗、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开展。因此建立符合临床康复流程的移动

康复管理信息系统对于规范康复治疗流程、改善康

复治疗效果、降低医患沟通负担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本文根据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ＩＣＦ）的标准临床康复路径［１１］，引入智能

移动设备构建康复信息管理系统，具有院内外康复

诊疗信息存储、实时查看、医患在线沟通、远程康

复训练指导等功能。通过该系统医生可实现规范

化、移动化、无纸化康复管理，充分利用碎片化时

间，提高康复服务水平；患者可实时接收治疗计划

和进展，提高治疗过程知晓度，在家庭和社区环境

下仍能接受远程专业康复指导，达到规范化、个性

化、精准化康复管理目标。

２　研究现状

随着康复人群和需求逐渐增加，通过手工方式

进行康复评定报告、医嘱书写效率低下，无法及时

存储、反馈康复治疗有效信息［１２］。近年来研究人员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康复医疗领域，研发信息系统

完善治疗记录，规范康复流程［１３－１８］。张晓红等搭

建康复诊疗活动自动化操作平台，实现患者治疗在

线排队和医嘱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便捷

性［１３］。廖琳等通过分析广东省中山市人民医院的康

复业务流程，设计院内康复治疗信息化管理系统实

现评定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数字化与规范化

管理［１４］。沈万松通过对康复治疗过程的系统分析，

设计针对医嘱、电子病历和评定报告等治疗记录的

信息化管理系统并构建专家知识库，为治疗方案提

供决策支持［１５－１６］。上述系统实现院内康复流程信

息化管理，由于我国现阶段康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衡，以家庭和社区开展远程康复治疗对于提高康复

效率、降低再入院率具有重要作用。蔺方舟实现远

程教育平台，设计康复治疗教学知识库，通过视频

教学开展听力障碍儿童远程康复治疗［１７］。陆小锋等

设计面向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远程智能监测平

台，通过网络视频采集脑卒中患者院外康复过程信

息，为医生提供患者康复训练实时监测和指导功

能［１８］。上述系统仅针对特定疾病或康复阶段，功能

较为单一。深入开展院内外康复治疗流程信息化管

理，提高患者依从性，本文提出移动智能化康复管

理系统，实现康复治疗院内外交互无缝对接。

３　系统设计

３１　系统架构

现有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ＨＩＳ）面向３类用户：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医
疗技术人员和系统运维人员［１６］。本研究所搭建的康

复管理系统针对康复医患用户引入移动终端，突破

现有康复治疗固定场所的局限，实现医患院内和院

外相结合的新型康复交互模式。系统架构，见图１。
其包括医院端、医生端、患者端和服务端，医院端

基于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模式提
供院内外医疗数据统计分析与辅助决策，医生端和

患者端采用客户机／服务器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Ｃ／Ｓ）
模式满足康复治疗过程记录与查询需求，服务端实

现对数据库的访问控制与功能逻辑。

图１　移动智能化康复管理系统架构

３２　功能架构

针对院内和院外康复环节分别建立康复管理子

系统，其功能架构，见图２。院内康复子系统包含
临床诊断和检查、康复评定、康复治疗等功能模

块。临床诊断和检查模块实现患者病史、医师诊

断、医学影像等信息管理；康复评定模块实现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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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方案制定、评定结果录入及报告管理；康复治

疗模块可制定长、短期康复治疗计划，生成康复治

疗任务排班并具有任务提醒、过程记录与反馈功

能。院外康复子系统包含康复训练、视频知识库、

在线沟通等功能模块。康复训练模块实现制定长期

训练方案、任务排班、训练过程记录与反馈等功

能；视频知识库对专业康复训练视频与指导意见存

储与分类管理；医患间可通过在线沟通模块实时咨

询、留言或视频通话，实现远程专业康复指导。

图２　系统功能架构

４　系统实现

４１　软硬件环境

基于Ａｎｄｒｏｉｄ平台，采用 Ａｐａｃｈｅ搭建服务器运
行环境，使用 ＰＨＰ语言，引入 ＴｈｉｎｋＰＨＰ５０轻量
级开发框架，选取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开展系统研发，通
过移动智能设备运行。

４２　院内康复管理

４２１　临床诊断和检查　分为电子病历及检查报
告管理两部分。电子病历管理完成患者人口统计学

数据、病史、主诉及诊断信息的录入与查询；检查

报告管理实现临床检验、医学影像报告实时查询。

４２２　康复评定　康复医学的重要环节，医生通
过评定了解患者功能障碍性质和严重程度，为制定

康复目标和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患者常伴随多种功

能障碍，如运动、感觉、认知与心理、言语和吞咽

功能障碍等，评定医师需根据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

评定量表进行康复评定并对结果进行记录。系统具

有常见康复评定量表，医生可通过移动端高效完成

个性化评定量表方案制定以及结果记录，系统可自

动生成结构化报告并存储。

４２３　康复治疗　医生通过选择疗法、执行时
间、周期、频次、科室等信息为患者制定院内康复

治疗方案。患者端以列表形式展示康复治疗任务，

见图３ａ，具备任务提醒功能。院内导航功能可引导
患者到达指定场地进行康复治疗。治疗结束后患者

可从痛觉、难度、强度等方面对治疗进行反馈。医

生端可实时掌握患者最新康复进展，见图３ｂ，对康
复方案及时调整，实现医患交互式康复治疗。

图３　康复治疗模块功能界面

４３　院外康复管理

４３１　康复训练管理　患者出院后通过针对性运

动训练能最大限度重拾身体功能，有效提升康复效

率。院外康复训练流程，见图４。医生在患者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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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其制定长期康复训练计划，实时监控患者训练

过程图像记录。患者端实现训练任务安排、提醒、

视频指导等功能，以随机图像方式记录训练过程，

提升患者依从性。

４３２　视频知识库　针对患者不同功能障碍情况
及康复阶段，需使用不同康复训练方法。视频知识

库收集临床中常用康复训练动作视频及训练要点，

可按照动作名称、类型、功能障碍等条件进行视频

查询、播放。

４３３　在线沟通　具备实时咨询、留言及视频通话
功能，可实现医患及时有效沟通，防止患者病情延误。

图４　院外康复训练管理

５　应用效果

５１　提高康复服务工作效率

本系统运行于移动智能终端，充分发挥移动医

疗优势。医生通过网络随时随地掌握患者康复情

况，结合治疗排班等功能更科学、有效地管理工作

时间与内容，提高工作效率。

５２　提升康复服务和信息化管理水平

系统将院内和院外康复流程各环节进行信息化

管理与改造，评定报告、康复方案等诊疗信息高效

记录与存储，实现康复医疗服务过程规范化与标准

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临床康复服务和医院信息化

管理水平。

５３　实现康复医疗信息整合与资源共享

系统实现规范化临床康复医疗信息采集、整合

和推广，打破信息孤岛限制，通过互联网将跨地区

康复医疗机构进行信息互联，有利于推动康复医疗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系统不受地理和环境约

束，通过远程方式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康复医疗服

务，实现优质康复资源共享。

６　结语

移动智能化康复管理系统有助于实现院内外的

跟踪管理，提高患者依从性，促进康复医疗快速发

展。但系统尚存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康复治疗过程决

策支持。二是院外康复训练以图像方式记录，患者动

作规范性较难控制。后续工作将在以下方面开展：一

是融合人口统计学、生理体征信号、医学检测图像等

多模态临床数据，建立深度学习模型用于康复预防、

评定、治疗及预后环节辅助决策，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二是引入便携可穿戴装置开展人体运动评估建

模，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场景交互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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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医院工作效率，缩短平均住院日，降低患者社会医

疗成本［５］。运用多维度分析运算系统向患者提供更

精确的预约检查时间，在缩短患者候诊时间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患者满意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就医体验，助推医院成为服务最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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