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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医联体定义及发展情况，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例，阐述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方
案，包括系统架构、功能应用等方面，分析平台应用成效，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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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综合类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医院，是华南地区医疗保健与疑难重症救

治、医学人才培养和医学科学研究基地。该院目前

共有４个院区，包括院本部、黄埔分院、惠亚分

院、南沙分院 （筹备中）。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关于促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１］，提出医疗联合体 （以下简称医联体）要积

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快实现医疗资源上下贯通、

信息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推动构建有序的分

级诊疗格局。医疗信息平台成为医联体建设的重要

路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医

联体医疗信息平台以实现多院区间业务协同，做好

区域医疗信息中心信息化支撑。

２　医联体定义与发展

２１　定义

医联体是指对区域不同层级、类型医疗机构资

源进行整合，以医疗联盟或医疗集团等协作形式构

成的医疗共同体［２］。医联体有效整合不同级别、类

型医疗机构，建立明确、可行性较强的分工合作机

制。目前我国医联体主要有紧密型、松散型、半紧

密型３种模式［３］。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６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 《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

见》［４］，首次将医联体明确划分为医疗集团、医疗

共同体、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４种模式，要
求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提升优质资

源可及性和医疗服务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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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发展情况　

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解决医院

间信息互通问题，提供电子健康档案、双向转诊、

远程医疗、医疗教育与咨询等服务，如基于云平台

的区域医联体信息系统［５］、跨省区域医疗信息互通

服务体系［６］、靖江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７］。经过近

５年发展，部分地区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建设取得

初步成效，同时存在一定问题，包括基础薄弱、动

力不足、功能较单一、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数据开

发和利用不足、建设投入主体不清、医疗责任与信

息安全责任主体不明等［８］。

３　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方案

３１　系统架构 （图１）

图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架构

３１１　概述　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通过标准化或

非标准接口实现院区间互联互通，建立大型医疗数

据中心，接入各院区历史及增量患者全流程诊疗数

据，包括门急诊数据、住院患者数据以及医技检

查、检验、手术／麻醉、护理记录、助产记录、电

子病历、体检、危急值等数据。平台具备患者信息

注册服务功能，建立多院区患者主索引，整合患者

多院区数据。交互平台提供规则引擎，整合多院区

数据可及时交互，建设患者３６０°视图，实现多院区

医疗数据整合展示。利用互联网技术，依托医联体

医疗信息平台建设远程医疗平台，会诊医生快速获

取患者病历资料，通过视频方式了解患者最新病

情，提高会诊效率，促进医疗安全。另外以信息平

台为基础构建医联体ＡＰＰ实现多院区业务扩展，为

患者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平台架构包括

数据平台、交互平台、后台管理。

３１２　数据平台　实现统一的患者身份管理，具

有临床数据仓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ＤＲ）

以及影像数据中心，提供数据或者数据索引统一存

储、查询和调阅展示服务，其技术架构遵循 ＩＨＥ

ＰＩＸ／ｅＭＰＩ、ＩＨＥＸＤＳ及ＩＨＥＸＤＳ－Ｉ。

３１３　交互平台　即企业服务总线，实现异构系

统接口总线化管理，提供服务注册、消息路由、消

息转换、主数据管理等功能。数据上传接口按数据

类型分为患者、医嘱、ＣＤＲ等。开放式数据接口支

持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网关、开放库表、ｒｅｓｔｆｕｌ４种方式，

完全适应接入医疗机构信息化程度不统一的情况。

３１４　后台管理　包括安装部署配置、数据导出

服务、影像索引管理、文档索引管理、文档管理、

规则引擎管理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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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功能应用

３２１　医联体ＡＰＰ　整合多家分院医疗资源，利
用区域ｅＭＰＩ关联患者信息，支持患者通过院区切
换方式办理门诊、住院、体检业务。系统由３个模
块组成，门诊业务模块包括预约挂号、自助缴费、

排队叫号、检查预约、检查报到、专家介绍、医保

信息等功能；住院模块包括入院登记、住院押金缴

费、住院日清单、住院报告、手术进度等功能；体

检业务模块包括体检预约、体检套餐查询、体检报

告查询等功能。此外还有院内导航、互联网咨询等

功能。医联体ＡＰＰ与院内平台互联互通，实现消息
及时推送，包括缴费、处方、报告信息等。

３２２　门户　依托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将各种
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和互联网资源统一集成到一个

信息管理平台。以统一界面为患者、医护人员、管

理者等各类用户提供不同服务，实现个人、医护人

员与管理者之间信息交流和卫生资源共享。系统提

供ＰＣ版和 ＡＰＰ版，包含两大模块：门户网站和门
户管理模块。门户网站模块实现医联体信息展示、

应用列表等功能；管理模块实现应用、用户、组织

机构、权限管理等功能。

３２３　双向转诊　基于平台的双向转诊服务同时
支持下级医院实现电子化上转、上级医院实现患者

下转。向联盟医院转诊住院患者时，由转出医院直

接发起申请，系统自动发送短信、消息通知至转入

医院的转诊管理人员。转诊管理人员收到转院申请

后，评估患者病情并审核通过符合条件的转院申

请。患者收到转院申请通过通知后按照指引办理相

关手续，方便患者转院就诊。与医联体医疗信息平

台完成信息对接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输入患者门诊

号或住院号获取患者医疗信息，快速完成转诊申请

单填写，填写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病史、初步

诊断、诊疗过程、转诊原因等。基层医院向上转诊

一般需符合以下标准：不能确诊／有效救治的急危
重症患者；重大伤亡事件中处置能力受限的患者；

超出核准诊疗登记科目的患者；因设备、技术等条

件限制不能处置的患者。上级医院向下转诊一般需

符合以下标准：治疗后病情稳定，需继续康复治疗

的患者；诊断明确，不需要特殊治疗、一般常见病

或多发病的患者；各种恶性肿瘤晚期非手术治疗和

临终关怀的患者；需长期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３２４　远程医疗平台　与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整
合，转入医院或被邀请会诊医院可快速查看患者病

历资料，同时与患者、主治医生在预定会诊时间内

进行视频对话以了解病情。平台提供远程视频会

诊、影像诊断、病历诊断、心电诊断等功能。紧密

型合作接入单位需要与医联体医院信息平台对接，

实现病历资料、报告自动上传。

３２５　ＨＥＡＤｓｓ决策系统　为提高医联体内各医
院医疗质量管理和运营管理水平，基于多医疗机构

医疗数据，构建医联体 ＨＥＡＤｓｓ决策系统。系统设
有权限管理机制，实现关键数据保密。可提供集团

化医院和医联体内各院区运营收入、急诊工作量、

手术工作量、检验检查工作量等多维度数据分析。

３２６　患者３６０°视图　在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数
据集成基础上提供统一患者病历资料浏览展示界

面，提高医生工作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进一

步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夯实居民健康档案体系

数据基础。系统具有以下特点：提供便捷的患者检

索功能，一键式搜索患者历次就诊信息；提供患者

资料预览功能，支持病历文书、检验检查报告等信

息调阅以及放射、超声、内镜、病理等影像图片浏

览；支持查看患者历次检验指标变化趋势及影像图

片对比，为治疗前方案制定、治疗后效果评估提供

有效工具；以时间轴方式展示患者就诊医疗事件；

提供基于 Ｗｅｂ的调阅接口，支持各类系统快速
集成。

４　应用成效

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方便了患者就医、医

护人员执行诊疗活动、多院区医务人员协同医疗及

管理，平台应用前后对比，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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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应用成效

对比项目 无平台 有平台

建档 各医院医疗信息独立，需在医院

实名建档

一次建档，医联体内各医院个人信息互通

检验、检查、病历资料共享 患者需保存纸质报告，就诊时携

带并提供

依托患者主索引，整合患者历次就诊数据，医护人员可通过患者３６０°视图

直接获取患者资料，包括处方、医嘱、病历资料、检验、检查报告等

转诊 线下沟通，难以追溯，协调难度大 线上申请，简单便捷，可追溯、可管理

远程会诊 手工上传资料、线下沟通，使用

第３方视频软件进行会诊

线上一体化管理，会诊医生可快速调阅患者信息并启动线上视频会诊

ＨＥＡＤｓｓ决策管理系统 无 建立医疗质量管理和运营管理模型，以各医院为单位，形成医联体

ＨＥＡＤｓｓ决策系统，为各医院提供有力管理工具

５　结语

２０１９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完成医联体医疗
信息平台建设，通过标准化或非标准化接口对接院

本部、黄埔分院、惠亚分院３个信息化水平存在明
显差异的院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已收集医疗信息
数据共９３００多万条，其中院本部８５００多万条，黄
埔分院７１０多万条，惠亚分院１２０多万条。以紧密
型集团化医院间信息数据互通为需求构建医联体医

疗信息平台，规避了资金投入主体不清、建设动力

不足、信息数据安全性较差、数据利用率较低等问

题。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实现多医疗机构信息互

通、报告互认，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设综合

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提供

支撑。下一步将在继续扩充接入医疗机构基础上增

加基于平台的应用，包括应急物资监控、远程指挥

中心、伤员转运紧急调度中心、专病库管理系统

等，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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