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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山西省中医院为例，分析门诊现状，介绍桌面云方案架构和业务价值，阐述桌面云应用于门诊
信息化的优势，指出其应用有助于减轻信息维护人员工作量，提升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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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门诊作为服务患者的首要窗口，也是体现一所

医院信息化建设程度的 “第１道大门”。为利用信
息化手段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医护人员工作效

率，改进门诊服务，山西省中医院率先成为省内第

１家将桌面云技术应用于院内门诊信息化服务的医
疗机构。本文基于桌面云技术，探讨其在门诊信息

化中的应用，以期为各医院门诊信息化建设改进提

供参考。

２　门诊现状分析

２１　诊室空间狭小，工作环境复杂

门诊诊室空间设置相对较小，除医护人员、患

者外，通常有规培人员、实习学生、陪护人员等，

为开展医疗信息化建设工作，还需将主机设备、显

示器、打印机、身份证读卡器等外设摆放在诊室，

工作桌面杂乱，无法为工作人员及患者营造良好的

诊疗和就医环境。

２２　医院信息化维护人员少，工作量巨大

以本院为例，信息管理科现有在职职工 ７名，
科室内分管门诊、住院系统维护的工作人员仅有２
名。目前终端数量为１２５４个，散布在全院各个角
落。门诊终端数量为３００余台，分布在门诊楼１至
１１层各诊室，仅靠科内１～２名职工无法完成终端
维护工作。以往遇到严重的系统故障，仅能重装系

统，耗时较长；硬件出现故障无法立即给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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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新机，长此以往导致信息科工作量剧增，维护

人员和医护人员办公效率低，患者因等待时间过长

而不满，影响医院经济和社会效益［１］。

２３　信息不对等，为维护工作造成困难

医护工作者在计算机专业领域知识相对匮乏，对

出现的问题描述不准确，不能很好地理解信息科工作

人员专业表述，双方沟通不畅，给维护工作带来困难。

２４　无法保障物理和数据安全

安全是信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医

院对自身有很高的安全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对安全

也有强制要求。本院采用禁止使用 ＵＳＢ设备及外部
电子邮件、安装桌面管理软件等方法进行终端设备

管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传统 ＰＣ终
端一旦出现蓝屏、硬件损坏等不可预知的事件时，

无法保障用户数据安全［２］。

３　桌面云

３１　概念

桌面云即桌面虚拟化，是指将桌面与计算、存

储分离，所有计算和存储在数据中心处理，虚拟交

付到终端用户的一种方式。

３２　基本架构

桌面云方案通过将个人桌面集中部署在数据中

心实现桌面统一管控，该方案只需要桌面云一体机

ＶＤＳ（含服务器硬件及桌面、服务器、存储虚拟
化）、瘦终端两种硬件，即可完成桌面云的快速搭

建［３］。逻辑架构，见图１；物理拓扑，见图２。

图１　桌面云解决方案逻辑架构

图２　桌面云解决方案物理拓扑

３３　业务价值［４－５］

３３１　通过集中资源管理节约运维成本　桌面云
解决方案中管理是集中化的，信息维护人员通过控

制中心管理成百上千的虚拟桌面，所有更新、应用

程序安全配置等的升级、修复工作只需更新一个基

础镜像。根据业务不同，为不同工作人员按需分配

不同基础镜像即可实现桌面个性化。若要修改只需

在基础镜像上进行，重启虚拟桌面业务人员就可以

在本地看到所有更新，极大节约管理及维护成本。

３３２　通过终端改造减少能耗　个人 ＰＣ耗电量

很大，每台传统 ＰＣ功耗约２００Ｗ，按照每天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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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每年工作２４０天计算，每台计算机年耗电量
约４８０度左右，需使用散热设备。采用云桌面解决
方案后，每个云桌面电量消耗约１６Ｗ，只有原来传
统个人桌面的８％，产生的热量大幅度减少，能耗
大大降低。

３３３　延展力强，降低终端更新成本　信息资产
成本包括很多方面，如采购、维护、人力、沉没成

本等。传统桌面更新周期为３～５年，桌面云硬件
设备仅由服务器和终端组成，服务器属于企业级产

品，终端属于低功耗产品，二者都不需要及时更

新，只需按需扩容，使用寿命可达到８～１０年。
３３４　通过数据集中管理提高安全性　首先，所
有数据以及运算都在服务器端进行，即后端计算。客

户端只显示其变化的影像，无需担心通过客户端非法

窃取资料，或者由于终端硬件设备的损坏，个人信息

数据丢失的问题。其次，信息技术部门根据安全级

别制订各类规则、策略，这些规则和策略可以迅速

作用于每个分组，例如是否禁止插入ＵＳＢ等存储设
备、是否定时关机、是否允许在 ＰＣ与终端间拷贝
等，对使用者进行强制规范，保障信息安全可靠。

４　桌面云应用于门诊信息化的优势

４１　节省成本

桌面云方案在建设初期投入成本较大，但随着

终端数量增加，硬件成本会逐步降低。桌面云硬件

设备仅由服务器和终端组成，服务器５年内的故障
率不到５％，云终端本身不存储和计算，无需担心
硬件升级问题。另外可利用旧电脑登录虚拟桌面进

行日常办公，节省云终端费用，达到节约成本及投

资保护的目的。本院目前上线共５０６台桌面云，投
资成本节省４０万元，每年节省电费３５８万元、桌
面安全管理费５１万元、人力成本约２０万元，共计
１００９万元。

４２　提高维护效率

利用桌面云集中管理、统一运维的工作模式，

信息维护人员可以通过后台即时观察各终端 ＣＰＵ、
内存、磁盘使用率、传输速率等指标。接到报修单

后，可以在本地或有医院业务内网访问权限的设备

上立即对虚拟桌面云终端进行远程协助，解决问

题。利用桌面云提供的远程协助聊天功能可与使用

人员进行文字沟通，有效避免双方信息不对等、沟

通不畅等问题。敏捷的反应速度和高效的维护效率

使１名工作人员维护千台终端成为可能。桌面云终端
设备易安装、易操作，配置简单、运行稳定，通过改

变运维服务模式及对医护人员进行实操培训，故障报

修率大幅度降低，故障维护时间由原来的平均２０～
３０分钟降低到平均３～５分钟，恢复时间大幅度降
低。桌面云的使用一方面提升医护人员工作效率，另

一方面减少患者因故障导致的满意度降低等问题。

４３　保障信息安全

为防止外部病毒侵入及业务数据泄露，本院对

不同级别、不同科室设置相应终端权限，制定个性

化策略。例如对门诊终端设置均不允许存储设备接

入，不提供终端至外设之间的数据拷贝功能，允许

Ｕ－Ｋｅｙ等非存储设备及外设接入。利用桌面云后
端计算的特点，若发现某台设备中毒或系统无法启

动，可以迅速迁移用户个人磁盘到新的虚拟机并立

即投入使用。由于桌面云的计算和存储都是在服务

器端进行，很大程度保障个人数据安全。

５　结语

自桌面云技术应用于门诊信息化建设以来，本

院信息维护人员工作量大大减轻，门诊患者满意度

以及医护人员对于院内信息化建设满意度都有大幅

度提高。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迅猛发展的今

天，医疗机构引入桌面云方案，减轻维护人员工作

量、改善医护人员及患者体验，是未来医疗信息化

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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