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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医院信息系统与预约挂号应用现状，在此基础上阐述智慧医疗系统框架与应用场景，包括智
慧预约、智慧缴费排号、智慧管理等方面，为智慧医疗平台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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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经过多年信息化建设，医院已完成面向业务流

程的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Ｓ）应用，集成临床诊疗和药品管理等子系统。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高速发

展，特别是在新医改背景下，传统医疗服务逐步走

向真正意义的远程化和智能化。 《医院信息化建设

应用技术指引 （２０１７版）》和 《医院信息平台应用

功能指引》提出：将挂号、缴费、查询、医患沟通

等功能集成到互联网，实现实名认证和信息整合查

询服务，提供排队叫号服务［１］。无论是管理者还是

患者，均对ＨＩＳ或数字医院提出一体化、智能化等

要求———让数据多跑路，用户少跑路。当前医疗信

息化建设目标正从传统的数字医院转向智慧医疗服

务。智慧医疗利用先进互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

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多维互动，是医

疗信息化发展的更高形态。在安全保障体系和数据

标准管理体系双重支撑下，智慧医疗划分为基础设

施层、数据层、管理服务层和终端层等，其中直接

面向用户的是医疗服务入口———预约挂号服务。本

文梳理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校医院的预约服务需求，

将传统的 ＨＩＳ建设统一到智慧医疗背景下，对智慧

校园和智慧医疗的多个应用场景进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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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智慧医疗系统框架与应用场景

２１　医院信息系统与预约挂号应用现状

２１１　相关文献研究情况　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的
核心思路是将单体式的信息系统逐步转向集成业务

平台。黄国兴等利用虚拟化技术对存储进行了超融

合架构，运用服务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等方式保

障数据中心能够７×２４小时不间断运行［２］；周毅等

以三甲医院为例，研究医院信息平台总体架构，涵

盖信息集成、大数据分析、主数据管理等，实现资

源精细管理和高效应用［３］。在面向就诊者的预约挂

号系统方面，雷等对４２所医院门诊预约挂号现
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 ９２９％有预约挂号信息平
台，提供查询号源、病例共享等服务［４］；吴双兵等

依托数字化平台改造，基于 Ｂ／Ｓ模式完成预约流
程、结构和功能［５］；刘磊等实现基于微信公众号的

预约挂号流程设计，方便患者挂号就医，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６］。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医院信息平台建

设目标是智慧医疗，其中预约挂号平台是医院信息

服务重要组成部分，可采用微信、ＡＰＰ、ＰＣ等多种
访问方式。

２１２　本院现状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校医院已经
建成集诚邦医院信息系统、医院资源管理系统、门

诊挂号系统等于一体的医疗业务平台，其中挂号系

统仅提供现场挂号功能，无网络预约服务，未实现

与ＨＩＳ信息共享。２０１８年９－１２月针对预约服务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９５％的学生认为应提供网上
预约服务并绑定其学号，其中７３％认为通过微信访
问较好，２５％认为通过ＡＰＰ访问较好；８２％的教职
工认为应提供网上预约服务并自动绑定其工号。

２２　平台框架设计

在医院信息系统构建过程中，无论是基于客户

端的Ｃ／Ｓ技术，还是基于浏览器的Ｂ／Ｓ技术，都是
利用信息技术推动医疗业务系统的变革。当前医院

信息化建设难点在于：大量业务数据冗余，无法有

效连通和分析；诸多业务系统数据形成信息孤岛，

无法有效管理；现有医疗服务无法满足用户智能需

求。在医疗信息平台向数字医院的建设过程中，依

托统一身份认证、数据平台、信息门户３大支撑平
台，将单体式信息系统集成，形成传统数字医院系

统架构。在当前智慧医疗系统架构中，核心内容是

从认证集成转向数据融合，以智慧通行证为载体，

将医生库、学生库、员工库和 ＨＩＳ通过业务流程联
系起来，提供预约、缴费排号、报告查询等多个实

践应用场景，以使用者为中心，为就诊者、医生和

管理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特别是在当前智慧校园的

构建过程中，依托智慧校园与智慧医疗的数据中心

形成用户综合行为大数据，能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

更为全面的校园服务，见图１。

图１　数字医院与智慧医疗系统架构

３　预约挂号服务应用场景分析

３１　概述

可通过微信、移动端 ＡＰＰ和 ＰＣ等方式进入智

慧医疗平台，享受服务。ＡＰＰ使用方便快捷，但难

点在于需要单独安装和升级维护；微信公众平台提

供企业服务接入和消息推送，可保证预约挂号系统

便捷性［７－８］；利用虚拟化技术和分布式处理技术，

可保证预约挂号服务的高可用性。预约挂号是智慧

医疗服务的入口，可划分为智慧预约、智慧缴费取

号、智慧管理等实践场景。通过分析所需实现的重

点功能，以微服务架构方式细化独立的工作步骤，

分析工作步骤间的接口关系，提供场景应用过程中

的应急解决方案 （即应对预约抢号和缴费风暴等导

致的服务中断或服务响应不够问题等）与实施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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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微端智慧预约

依托微信公众号的微端预约场景是预约挂号服

务的起点。从传统现场挂号到互联网 ＋ＡＰＰ方式的
转变，提高了医疗服务的精准度和及时性，可有效

解决现场挂号工作量大、患者登记信息缺失、对医

生回访和医疗信息统计困难等问题。无论是数字医

院还是智慧医疗平台预约挂号服务应用，其核心流

程都是建立用户个人档案。为学生和教职工等分配

的智慧通行证 （锦城康卡）能与智慧校园多个应用

交互，形成泛在意义上的智慧校园和智慧医疗生

态。具体预约流程如下：用户在微信中搜索和关注

“锦城校医”公众号，利用锦城康卡绑定个人关键

信息；使用 “按科室”、“按医生”、“按推荐”等

方式获取预约挂号信息；待确认信息后，系统利用

微信自动推送预约成功信息，见图２。需注意的是
“绑定智慧通行证”等多个关键流程点是智慧医疗

与智慧校园进行数据交换的核心，与图１中的学生
库和教职工库形成关键数据点，易造成数据更新不

及时或系统宕机，需针对上述关键流程点进行重点

冗余设计，提高该实践场景的健壮性。

图２　微端智慧预约场景流程

３３　智慧缴费排号

通过 “锦城校医”公众号或 ＡＰＰ进行预约服
务，可远程或现场确定缴费并生成排号，缴费信息

将进入智慧医疗 ＨＩＳ，而排号信息将分别提供给医

生和护士工作站并产生当天就诊资料，同时通过微

信向用户推送提示消息。当完成就诊服务后，就诊

者可利用推送的就诊服务信息单进行服务评价和反

馈评价，见图３。微端智慧预约场景和智慧缴费排
号场景均通过智慧通行证进行关联。智慧缴费排号

包含确认缴费、生成排号等关键流程点，产生缴

费、排号、服务评价和医生工作量等数据，将其推

送至智慧医疗大数据中心，利用理论模型可对校医

院服务提供多维度数据指标。

图３　智慧缴费排号场景流程

３４　智慧管理

智慧预约场景服务需要对医生和就诊时间进行

自动安排，当智慧预约挂号或智慧缴费取号完成

后，可为智慧管理提供多维度数据。针对门诊管

理，利用对所有医生的评价模型完成整体医疗服务

分析，为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提供可靠数据。针对医

生个体，通过工作量、就诊业务和评价等维度完成

医生 “个人画像”，为提升个人业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提供可靠数据参考。针对就诊者，通过健康报

告、就诊信息或时段分析，生成个人健康报告及健

康预测信息，特别是针对学生，将通过智慧校园系

统与其学业情况进行智能数据融合，由学业、健

康、生活等多维度指标生成其 “健康画像”。在智

慧校园整体生态中，通过学生健康信息大数据进行

预警分析，以时间或时段的方式预测可能发生的公

共卫生事件，为校园整体安全提供保障，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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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包含评价分析和健康报告等关键流程点，

其基础是大数据分析模型，利用历年纵向数据和同

时段就诊者横向数据，将产生的数据预测与将来的

实际数据进行比较，不断完善分析模型的维度和算

法，提升智慧管理的准确度。

图４　智慧管理场景流程

４　结语

在智慧医疗生态体系中，预约挂号应用场景是

以用户为中心的实践应用。该应用涵盖智慧预约、

智慧缴费取号、智慧管理等实践场景，利用智慧通

行证与智慧校园数据中心相关信息，为开展公共卫

生安全工作提供可靠数据分析。下一步将推进ＨＩＳ

等核心信息系统智慧医疗生态构建，与智慧校园生

态共建大数据分析模型，为校医院管理、学生健康

管理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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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

阅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

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

学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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