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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思路、情况、亮点及效果，提出基于云计算模式的一体
化信息系统及终端运维方案。该方案能快速调整系统模块以适应方舱医院需求，提高终端部署和运维效率，

满足信息系统快速上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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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０年初我国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武
汉疫情尤其严峻，发热门诊患者就诊量居高不下，

已经远超医疗资源负荷极限，医院床位全线告急。

按照国家抗击疫情相关部署，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以下简称 “中南医院”）承担起武汉市最大方舱医

院 “武汉客厅”（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患者救治

工作。为保证入住患者得到顺利救治，中南医院院

长现场指挥在２４小时内完成方舱医院信息化基础
建设，用信息化手段助力方舱医院发挥最大

作用［１］。

２　基于云计算的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思路

２１　建设背景

方舱医院是解放军野战机动医疗系统下的一种

医院模式，由若干可以移动的模块组成［２－３］。由于

机动性好、展开部署快速、环境适应性强等优点，

方舱医院先后承担了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紧

急医疗救援任务［４］。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位于武汉

客厅会展中心，开放 Ａ厅、Ｂ厅和 Ｃ厅共计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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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床位，３个厅地理位置相连但又互相隔离，纵向
宽度超过１００米，不适用双绞线互连方式。同时需
要在较短时间内搭建成熟、稳定的信息系统，以便

快速方便地收治患者，部署电脑终端及打印机并远

程运维、保证管理人员安全，方便查询方舱医院医

疗信息。

２２　云计算模式

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需要又快又稳，通过云计

算模式部署医院信息系统。核心思想是使用 “池”

概念将各类基础设施资源进行高度虚拟化整合，构

建标准统一虚拟化计算池、内存池、存储池、网络

池等资源池，以快速便捷地部署、建设和管理信息

系统运行环境［５］。全院病区医生和护士工作站实现

云桌面管理模式。方舱医院作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的新病区，电脑终端和打印机复用中南医院现有云

桌面模式，通过虚拟专线电路连接到中南医院内

网，专线由物理路径光纤链路承载，直达医院核心

交换机，避免经过不安全的互联网，专网专用最大

程度上保证医院通信安全［６］。后台数据库服务器使

用云计算技术，实现算力动态调整以满足方舱医院

新入网客户端接入需求。

２３　一体化设计

方舱医院信息系统和桌面终端与中南医院采用

一体化设计。信息系统复用中南医院现有医院信息

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支持方舱
医院患者出入转信息流转并自动生成报表；增加方

舱医院药房管理，解决医嘱开立项目同时扣减药品

库存问题；定制新冠肺炎专用模板，采集患者病程

信息。终端电脑、打印机复用中南医院现有云桌面

系统，纳入全院统一云桌面管理体系。云桌面运行

在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的平台上，终端电脑无需特

殊配置直接部署在用户侧，管理员通过桌面管理平

台统一下发策略及软件配置等，支持快速上线，符

合方舱医院快速搭建需求，见图１。

图１　方舱医院拓扑结构

２４　可扩展性

方舱医院在较短时间内筹建成功，信息系统能

基本满足收治患者、开立医嘱等功能，为了优化服

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后续可能提出个性化需

求。因此方舱医院信息系统设计在满足基本医疗流

程和国家规范基础上需具备可扩展功能，本地可快

速调整系统程序以响应新需求。

３　建设过程及亮点

３１　快速调整系统支持方舱医院

３１１　基本情况　自方舱医院建设命令下达后东
西湖区迅速调集相关物资加快内部设计和施工，与

此同时中南医院启动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为了让

医护人员迅速熟悉工作环境、使用系统操作效率更

高，方舱医院信息系统直接复制中南医院建设模

式。同时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医保

局以及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

和机构发布的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医疗规范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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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策，在药房药库管理、入出院登记、病历模

板、医生站、护士站等系统模块中进行有针对性的

改造，在符合政策规范要求的同时简化医生操作，

以方便、快速、有效地收治患者。

３１２　系统调整内容　 （１）增加方舱医院病区
和药房。在不改变本院现有 ＨＩＳ架构同时又保持与
方舱医院现场命名一致的前提下，ＨＩＳ程序中新增
方舱医院Ａ厅 Ａ区、Ｂ区、Ｃ区、Ｄ区，方舱医院
Ｂ厅Ａ区、Ｂ区，方舱医院 Ｃ厅 Ａ区、Ｂ区等新病
区。新增方舱医院药房，维护方舱药师权限，限制

方舱医院病区医生开立医嘱只能选择方舱药房，非

方舱医院病区不能选择方舱药房。（２）简化住院医
生站信息录入。ＨＩＳ中增加方舱医院住院医生站模
块，只保留医嘱、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出院记

录、转诊双联单、出院证明等功能，删除原住院医

生站中手术相关记录、心电、内镜报告、临床路径

等项目。（３）严格疾病控制管理要求。在患者出院
记录中增加必填控件，必须选择上级医师后才能打

印，下拉框固定选项为院长和医务处负责人，由上

级医师审核病历及出院小结后方可出院。进行出院

登记时离院方式为必填项，增加医嘱离院、医嘱转

院、死亡、其他４种离院方式。在本病区患者列表
中增加患者分级管理标识，１级为轻症预计近期可
以出院者 （标记１）；２级为轻症但近期尚不能出院
者 （标记 ２）；３级为轻症伴有重要器官 （如心肺

脑）慢性疾患者 （标记 ３）；４级为较重症 （标记

４）。（４）在医生工作站新增检查报告影像浏览功
能。将方舱医院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影像设备接入本院医学影像存储
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ＣＳ），工作站，连入本院网络，使本院
医生能够查询方舱医院患者影像数据、出具检查报

告，提高方舱医院 ＣＴ检查工作效率。由于方舱医
院筹建时间紧迫，核酸检验设备还未到位，为提升

方舱医院医生工作效率 ＨＩＳ新增核酸检验结果可以
通过Ｅｘｃｅｌ导入，方便医生在病历系统中集中浏览
检验检查结果。

３２　推出云端病历浏览与书写功能

３２１　实施方案　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利用武汉

客厅会展中心整体大厅作为收治患者的诊疗区，大

厅中央用隔板搭建医生、护士工作站和摆药间，连

接医院的专线电路部署在会展大厅，属于污染区。

大厅外使用帐篷搭建医疗队办公室及方舱医院指挥

部，属于清洁区。由于帐篷距离较分散且户外不便

布线施工，帐篷内办公网络均使用无线互联网。为

了方便医生在离开污染区后能够随时查看和书写病

历，护士在清洁区查看患者护理信息、对比日常监

测值，管理人员随时随地了解方舱医院患者收治、

转院及出院等情况，中南医院信息中心在３６小时

内上线云端电子病历系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实

时、连续的个案管理。东西湖方舱医院云端电子病

历系统支持手机、平板电脑终端，操作系统支持

ｉＯＳ、安卓，云端电子病历系统使用 ＳＳＬＶＰＮ连接

医院信息系统［７］，系统授权与医院 ＨＩＳ同步，无需

单独授权管理。

３２２　作用　系统上线后，最大程度缩短医护人

员在污染区中的停留时间，保证其在较舒适的环境

中开展工作，缓解医护人员的疲惫感和心理压力。

同时可保证医院管理人员在方舱医院、中南医院或

雷神山医院等定点医疗机构办公时能随时随地获取

方舱医院相关信息。移动端电子病历系统建设促进

了医院高效、安全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工

作，降低医护及管理人员感染风险，提升诊断服务

及医院管理效率和质量。

３３　延伸云桌面有效节省运维管理成本

为了更直接快速地诊断、治疗患者，武汉东西

湖方舱医院医生和护士工作站均设置在污染区。会

展中心大厅中央患者床旁就是医护工作间，电脑终

端及网络交换设备均放置其中。运维人员进入现场

维修终端故障具有感染风险。中南医院于 ２０１７年

上线云桌面系统，经过优化与配置现阶段系统能较

好地适应医疗场景，具有以下功能特点：高稳定

性、易维护；本地无磁盘，保证数据安全；可查看

和编辑图像、多媒体信息；终端集中管理；较好地

兼容医疗系统外设；打印机集中管理等。中南医院

使用的ＩＤＶ云桌面系统［８］提供 “集中管理、分布运

算”模式，用户获得完整的电脑终端使用体验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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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带远程管理功能，运维人员接到故障报修后，

可以直接远程到故障电脑上进行操作修复。由于绝

大部分电脑报修都是配置或设置问题，采用云桌面

解决方案可以完成 ８０％的故障报修，提升修复效
率。同时 ＩＤＶ云桌面支持离线模式，当网络断开
时，可直接在本地硬件设备运行云桌面，让用户能

够在任何时间、地点使用云桌面，降低医院信息网

络中心维护压力［９］，为修复网络故障赢得时间。

３４　建设效果

基于云桌面的终端快速部署方案使信息系统运

维压力大幅降低，重启即恢复配置功能缩短了终端

故障恢复时间，降低人员入舱维修感染风险。云端

电子病历系统与本地 ＨＩＳ一体化设计，实现方舱医
院与中南医院之间数据互通，能够有效监管方舱医

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数据，减轻管理部门数据

统计压力。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医护人员绝大多数来

自省外支援队，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方舱医院累
计完成了８３７人次的医护权限维护及受理［１０］，截至

方舱医院休舱共服务了１７０９名新冠肺炎患者。

４　结语

基于云计算模式的方舱医院信息化建设具有一

体化、模块化、高可用、可扩展等特性，能够有效

支撑疫情防治对医疗信息化时间及质量的要求。基

于云平台的可扩展性医院可迅速开设新的发热病

区，扩容底层计算及存储资源。一体化 ＨＩＳ设计能
缩减医护人员熟悉系统时间，同时信息中心在每台

终端电脑上放置信息系统操作视频指导，病区内本

院医护人员可以高效指导援助人员较快熟悉信息系

统，统一的安全体系建设有效保障了医疗数据安

全。医院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当前医院日常管理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方舱医院作为本次疫情的战时

医疗单元，信息化建设必不可少，本文介绍武汉东

西湖方舱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思路及具体实施办法，

以期为未来医院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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