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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院前医疗信息系统设计方案，阐述系统需求及总体设计情况，介绍系统关
键技术及其实施效果，指出该系统应用可以有效缩短救护运送时间，提高急救工作效率与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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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物联网主要通过信息传感器连接物品与网络互

联设备并按标准协议进行信息交换，以实现智能化

信息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１］。物联网技

术不断快速发展，正逐步应用于医疗行业。相关统

计显示，突发急救事件中在得到救治前有２５％患者
已经死亡，其中７５％左右因为抢救不及时［２］。救护

车及时运送、病人信息高效准确采集与传输是保证

急救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基于物联网的院前急救

医疗信息系统设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需求分析

目前急救中心院前医疗信息系统存在发展滞

后、瓶颈突出等问题，系统间数据不能全面共享、

信息交互不畅，缺乏中心集成平台实施有效管理。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院前医疗信息系统可通过智能物

联网采集可靠数据，经车载中心系统智能分析、处

理，为急救信息系统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救护

车车载导航系统快速准确确定患者位置并获取现场

信息，构建医疗数字化完整服务体系，推进诊疗、

管理和决策的智能化实施过程。

２２　总体设计

２２１　概述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院前医疗系统主
要采用现代数据通信技术３Ｇ／４Ｇ网络，同时结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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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急救医疗规范要求，按照信息集成共享、资源整

合原则进行架构设计。院前急救信息系统包括３部
分，见图１。

图１　系统总体架构

２２２　救护车信息采集与传输　主要通过物联
网感知设备对救护车载病人、医疗物资和医疗设

备进行数据采集与监控管理，数据经分析、处理

后实时传输至中心服务器。其设计主要功能包括：

一是对救护车及医疗物资信息状态进行及时、准

确监控；二是采集救护车载心电监护仪、ＯＢＤ监
控器、氧气瓶等设备信息数据，通过无线传输设

备与中心平台进行数据传输与交换；三是利用救

护车载传感器感知医护人员上下车情况，监控院

前工作人员出诊情况；四是搭建统一信息平台，

准确、快捷获取救护车物资数据；五是为指挥中

心提供物资统计、分析数据，可形成相应图形、

报表；六是通过 ＳＩＭ卡或 ＵＩＭ卡无线路由形成救
护车局域网，经过数据采集设备采集平板电脑、

心电监护仪、视频采集设备数据并经过分析处理

后上传至中心服务器。软件投入使用后，可作为

指挥中心救护车物资管理、物资调配平台，实现

物资集约化管理，见图２。

图２　救护车信息采集与管理子系统结构

２２３　视频监控　基于视频监控子系统建立管理
平台，作为视频监控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用于实时

监控救护车运行情况，具备设备接入、数据存储、

码流转发、实时浏览、语音对讲集中控制等功能，

实现对人、车、车载物品、就诊事件全程可追溯。

视频监控子系统与调度指挥系统紧密衔接，可在调

度指挥受理席实时查看，可将救护车实时视频图像

发送到指挥中心并作大屏幕展示。采用监控管理平

台 （包括监控平台主机、配套存储等设备）对所有

急救车辆传输的监控图像进行统一管理。通过在救

护车顶安装高清摄像头、后车厢安装球形３６０°旋转

摄像头，实现视频实时浏览和音频双向交互指挥，

监控管理平台电子地图可显示车辆所在位置。客户

端可遥控车载前端摄像机，通过查看历史录像可在

电子地图上实现历史运行轨迹回放，利用无线网络

对车辆进行监控设置，见图３。

图３　视频监控子系统结构

２２４　电子病历　主要具备以下功能：患者基本
信息、出车信息、患者病史、体检信息、心电图印

象、初步诊断、救治记录、调度信息、病历评估、

授权管理、数据统计、病历审核、病案管理、费用

结算管理等。电子病历系统与中心数据库以及多个

终端设备对接，主要与心电图终端对接，实现基础

数据交换，优化业务数据存储和传输、业务逻辑执

行和访问能力，简化业务流程；促进应用和数据整

合，增强信息化管理能力，增强平台可扩展性。通

过信息化手段完善急救电子病历平台系统，实现院

前电子病电子化，以电子病历为中心对急救医疗质

量进行监管，提升急救中心整体医疗水平，指导院

前急救的发展，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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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电子病历子系统结构

３　系统关键技术应用及其效果

３１　射频识别

射 频 识 别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ＦＩＤ）是物联网发展的关键技术，通过无线电讯号

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可识别高速运动物

体，实现多个物体自动识别并进行数据交换［３－４］。本

系统中车载医疗物资都贴有识别卡，通过数据采集

终端 ＲＦＩＤ设备采集物资数据并汇集至救护车子系

统，传输至网络医院和急救中心数据库服务平台。

３２　无线传感网络

无线 传 感 网 络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ＳＮ）是一种分布式传感网络，末端为可以感知外

部世界的传感器。通过各类传感器以自组织和多跳

方式构成无线网络，采集、处理和传送网络覆盖区

域内被感知对象信息，发送至网络所有者［５－６］。应

用该技术救护车可将采集到的数据传送至各节点进

行分析计算，将分析后数据汇总至基站，最终传回

指定位置。由于采用分布式传输方式，该系统具有

较强容错性，可大幅提高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减少网络盲区。

３３　定位

通过对无线电波数据参数进行计算，根据特定算

法计算被测物体经纬度位置［７］。本系统中主要采用

ＧＰＳ及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实现对救护车的定位、跟

踪，通过运营商网络快速计算并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经

纬度坐标信息，可快速确定救护车所处地理位置。

３４　应用效果

经全面测试并投入使用，系统建设达到预期目

标，满足了院前急救工作需要。但在使用过程中发

现在４Ｇ信号模式下进行数据同步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局部区域网络信号不稳定，电子病例数据同步

上传时有中断或延时；二是当网络覆盖信号较弱时

视频传输速度存在一定延时，视频画面卡顿。针对

上述情况可考虑加大视频带宽，同时将数据同步转

移至后台，系统首先自动将数据同存在本地磁盘，

在网络覆盖信号较强区域手动启动数据同步操作。

４　结语

物联网技术可大幅提升院前急救工作效率，实

现院前救治智能化，为抢救危重患者生命赢得宝贵

时间，提高抢救成功率。同时解决急救中心信息系

统间数据不能全面共享、信息交互不畅、缺乏中心

集成平台有效管理等问题。同时应注意网络信号不

稳定导致的数据同步延时以及数据传输安全性降低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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