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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南京市第二医院为例，从设计目标、流程架构、具体功能３方面阐述门诊移动医疗系统设计，
介绍系统实施应用效果。分析移动医疗发展前景，包括基础功能拓展、移动医疗物联网应用等方面，为相

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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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８２９亿，移动互联网的深度应用

已延伸到网民工作和生活之中，逐渐改变人们生活和

行为方式、工作模式、娱乐和医疗渠道等。微信作为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产物，不仅为人们提供社交、

服务和支付平台，同时还开放二次开发的接口，按需

求拓展业务功能。据不完全统计，网民手持设备微

信使用率达九成，微信二次应用开发潜能巨大。近

年来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医疗迅猛发展，颠覆了传统

就医理念和诊疗服务模式［１］。移动医疗 （ｍＨｅａｌｔｈ）

作为一种智慧医疗方式，是指利用互联网和通讯技

术以及无线设备为医患提供诊疗服务。按照不同的

用户层面，可分为面向医务人员的企业对企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２Ｂ）模式和面向患者的
企业对消费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２Ｃ）模
式［２－４］。南京市第二医院对移动医疗在门诊就医过

程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探索，设计并实施基于 Ｂ２Ｃ模
式的门诊移动医疗系统。该系统以微信公众平台为

第３方载体，通过对微信进行二次功能开发，改造
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
接口，建立微信端到 ＨＩＳ端的互联通道，实现基础
信息查询、绑卡、预约挂号、支付缴费、查询检查

报告等功能并预留后续拓展功能的接口。患者在手

机端即可完成一系列就诊交易操作，实时快捷地查

阅检查报告，改善就医体验。系统有助于缩短患者

等待时间，缓解窗口工作压力，对提升医院服务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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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工作效率有积极促进作用，为移动医疗的落实

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２　门诊移动医疗系统设计

２１　目标

传统门诊就医存在 “三长一短”问题，即挂号

时间长、取药时间长、缴费时间长、看病时间短。

借助互联网平台，设计并实施移动医疗系统，从根

本上缓解就诊流程繁琐问题，优化就诊流程，从而

提高诊疗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２２　架构

移动医疗系统流程架构，见图１。患者通过移
动设备微信客户端关注医院公众号，将个人就诊卡

号与微信号绑定。从微信客户端向服务号发起申请

指令，包括预约挂号、手机缴费、住院缴费、查询

报告等。公众号服务器接收并转发指令至微信服务

器，微信服务器通过前置服务设备间接访问医院数

据库服务器并进行读或写操作，将操作结果返回至

微信客户端，从而实现从微信客户端到医院服务器

之间的互联。前置服务设备腾讯微信服务器与医院

服务器之间是系统核心硬件设备，包含防火墙、前

置机和网闸。防火墙用于隔离外网，将前置机置于

安全的外网环境中。前置机是处理业务的核心服务

器，用于接收微信消息命令、处理业务数据、读写

医院数据库服务器并返回消息。网闸是外网和内网

之间的隔离工具，保证医院核心业务数据安全及业

务流程流畅可靠。

图１　移动医疗系统流程架构

２３　功能

２３１　信息查询与智能交互　建立 ＨＩＳ基础信息

视图供前置服务器调用，实现 ＨＩＳ基础信息查询，

包括医生简介、科室信息和门诊排班等。公众号将

医院新闻、公告、缴费通知、停诊通知、检查报告

通知等实时推送给患者。同时患者可通过留言方式

提交个人疑问、建议等信息，医院专人负责及时回

复患者，进行答疑解惑。

２３２　个人注册绑定就诊卡　系统支持多种性质

就诊卡的注册绑定，包括自费、市医保、省医保、

市干保等。患者首次就诊需在窗口注册卡片，成功

后可将就诊卡与其微信号长期绑定。每个微信号最

多可绑定１０张就诊卡，卡的性质和就诊人信息不

受限制，微信账号和就诊卡号是一对多的关系。当

查询检查报告或进行缴费等业务操作时手工切换就

诊卡号即可。

２３３　预约挂号　对已绑定就诊卡的用户，系统

支持移动门诊预约挂号功能。ＨＩＳ端为微信预约预

留号源和顺序，将其上传至微信公众号。患者查询

科室和专家情况并按需预约，预约成功后前置机将

预约详细信息推送至患者移动端，包括预约医院、

科室、医生和时间等以及就诊相关注意事项。就诊

当天患者持预约就诊卡至窗口或自助机处取号就

诊。若患者不能按时就诊需提前一天取消预约，否

则将进入违约记录，影响个人信用。若遇医生停

诊，停诊信息自动上传微信端，对已预约该医生的

患者推送停诊信息，告知患者。

２３４　门诊手机缴费、退费　基于微信的支付缴

费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线上支付指通过系统

程序支付，线下支付即窗口扫码支付。患者至诊室

就诊，医生开立处方、检查、检验等项目，系统自

动生成订单推送给患者，提醒其线上支付。同时

ＨＩＳ在处方或检验检查申请单上生成付款二维码供

患者扫码支付。支付成功后前置机将消息发送至

ＨＩＳ相应的医技或药房等业务系统。患者凭付款信

息至相应科室执行业务，实时查看处方、检查申请

单执行状态。在支付菜单下可查看待支付或已支付

列表和对应的费用明细。在收费窗口新增微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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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与已有的现金、银行卡并列，通过扫描

患者手机微信二维码收款，实现线下支付。退费时

线上支付通过移动微信端进入订单退费，线下支付

至窗口人工退费，退回费用原路返还至患者微信或

银行卡。

２３５　报告查询　对医院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

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

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ＣＳ）做接口对接，实现系统对检查、检验报告的

实时查阅。患者可查询与绑定就诊卡相对应的近３

年报告以进行历史结果比对。检验报告内容包括检

验项目结果及参考值、申请科室、临床诊断、检验

者及审核者等信息；检查报告内容有检查部位和方

法、检查所见、印象建议以及报告和审核医生等。

医技科室审核报告后患者可从移动微信端实时查

看。

２３６　清算对账　财务科每月需要审核移动支付

收入并清算对账，以保证账务清晰明了。系统第 Ｔ

日账目款项于 Ｔ＋１日到账，生成 Ｔ日对账明细报

表，ＨＩＳ平台提供接口下载微信端收入报表与 ＨＩＳ

报表进行比较对账并导出明细。对于问题记录手工

处理，退费或冲账，以保证每笔账务的正确性。

３　门诊移动医疗系统应用效果

３１　概述

系统实施上线以来，关注并使用服务号的用户

数量持续递增，以微信渠道预约的人数占总预约人

数的４２％，且微信预约人数覆盖范围逐渐增大。以

微信渠道支付的收入占总收入的２１％，为门诊分流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几乎所有绑卡用户都会

使用系统查询个人检验检查报告，查询结果及时准

确。从使用效果分析，门诊医疗系统从整体上优化

了门诊就医流程。

３２　拓展宣传教育渠道，实现智能提醒

医院通过消息推送进行宣传和相关健康教育，

使患者及时了解医院最新资讯和动态，或学习各种

健康知识。预约、支付、已预约医生停诊信息能够

智能推送给患者。留言方式促进医患沟通，医生及

时高效处理患者就医问题，增强诊前、诊中、诊后

了解、学习、咨询和回访的针对性，从整体上提升

医院公众形象。

３３　预约和支付方式多元化

传统预约方式限定患者操作，移动互联网可以

满足患者随时随地的预约需求。另外诊中移动支付

和窗口扫码支付灵活快捷，缩短患者排队缴费时

间，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缓解收费窗口工作压力。

３４　为患者查询报告提供便捷途径

患者通过微信移动客户端即可实时查询个人检

查检验报告，免去二次去医院排队等待取报告的繁

琐。同时系统保留患者以往历史报告结果，以供查

阅对比，实时关注个人病情动态，方便及时问诊或

就医，提高诊疗效率。

４　医院应用移动医疗发展前景

４１　院内移动医疗功能拓展

对系统功能可分为开发式和嵌入式拓展。开发

式拓展即按需求进行功能性开发，目前该系统仅在

一定程度上优化门诊流程，其功能有待进一步延

伸。例如将移动医疗引入到患者住院模块，帮助患

者实现移动端缴纳预交款，随时随地查看个人费用

明细，实时关注个人检查检验报告等，保障住院期

间各项业务清晰、透明、便捷。改造 ＨＩＳ相关接

口，实现门诊住院患者移动端预约检查，方便且准

确，避免人工预约的失误和差错，便于合理进行资

源分配，提高医疗效率。嵌入式功能是通过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方式在系统中加入菜单，链接到相应的子系

统功能，例如医院嵌入外配处方管理、院内 ＯＡ系

统，根据需求个性化定制功能菜单，灵活简便，拓

展性强。

４２　５Ｇ网络下的远程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依赖于无线网络，目前５Ｇ网络技术

端际时延低、流量密度大、速度快［５］，能充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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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医疗的需求，对数字、图像、视频、语音等多

媒体信息进行无障碍传输，使远程移动医疗效果达

到最优化。建立Ｂ２Ｃ远程诊疗平台，实现移动医疗
保健和服务咨询、医患沟通、远程诊断及会诊，以

及移动远程护理等一系列服务。患者可以在原地或

原医院通过共享个人病历档案，实时接收相关专家

建议或治疗护理指导，也可接收来自不同地域同行

业专家的远程会诊，同时同一专家可同时对不同空

间的患者实施诊疗，实时、高效、合理地分配医疗

资源，节约人力、财力、物力。建立 Ｂ２Ｂ交流平
台，各地医生之间分享、讨论、学习案例，对医疗

资源匮乏地区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教育培训，促进

分级诊疗的实施［２］。

４３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大数据环境下的移动医疗

随着国家、各省、市以及区县卫生信息平台的

统筹建设，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数

据交换，建立全民电子健康档案，可支撑包括移动

医疗在内的多种业务。以区域平台为基础，建立移

动区域平台的互联网门户，实现居民健康档案随时

随地触手可及，健康数据一次采集可无限次重复共

享利用。面向居民，创新惠民医疗服务模式，优化

就医流程；面向医疗机构，提供健康档案实时查

询，方便远程会诊，上级医院与基层医院能够双向

转诊，提高医疗效率和质量；面向管理人员，合理

实施质控，实时监管预警，有效协调分配医疗资

源［６］；面向科学研究，对获取的医疗信息资源进行

大数据分析研究，提供各项可靠的描述性分析报告

和针对性强的指导性方案。

４４　移动医疗物联网

移动医疗不仅限于各种信息系统，还包括移动

医疗物联网服务模式，即以患者为中心，通过移动

网络在内的信息传感设备对医务人员、医疗器械、

设备等进行全对象、全空间、全过程管控［７］。通过

便携可穿戴医疗设备，借助传感器，将患者实时体

温、血压、脉搏、心电等生命体征和预警情况及其

他检查结果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并记录到医院信息系

统中，帮助实现远程诊断和监护，对实施院前急

救、院中体征监测、院外健康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借助物联网定位技术实现院内人员资产管理，可以

快速确定设备、器械、耗材位置、状态和使用情况

等，优化资源利用率，保障医疗安全。

５　结语

移动医疗是智慧医疗发展新思路，医院实施的

门诊移动医疗系统有助于优化门诊就医流程，解决

就医各个环节的关键问题，极大方便患者。智能提

醒和交互提供人性化服务模式，提高就医质量和效

率，对提升医院服务水平、改善医患关系有积极促

进作用。另外移动医疗发展应用前景广阔，不仅能

实现医院治疗、管理、服务过程的智能化、信息

化、移动化，而且能简化居民就医程序，引领其走

向新型的医疗健康生活模式［１］。移动医疗发展同样面

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网络安全性、稳定性和保密

性差，医生资质审核和准入制度不完善，医疗机构之

间认可和互通机制不健全等［３］。需要从技术和法律制

度层面全方位改进和完善相关体系建设，实施有力监

管，保障移动医疗事业有序稳定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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