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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智慧病房设计，包括整体架构、具体实现路径、实施方法、功能模块及应用效果，指出智慧
病房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提升医院病房综合服务水平及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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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

及大数据的普及，智慧医疗将在未来医疗服务体系中

扮演重要角色。以往医疗信息化建设较注重自身管

理，忽视病房建设［１］。传统病房在支撑基本业务运

行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采购不同厂商临床系统

以及仪器设备在部署时都采用 “烟囱式”架构，功

能重叠，数据传输缺乏统一接口标准，未实现互联互

通，形成 “信息孤岛”。二是受信息化发展水平限

制，患者检测实时体征参数需要医护人员手工抄录

或二次更新，加大工作负担，易出现人工记录失

误［２］。三是 “一对多”的护理模式，单个医护人员

对接患者人数比例失衡，患者服务需求不能及时得

到回复，医护人员工作强度大。四是患者及其陪护

家属就医便利性、舒适性较差，往返缴费消耗大量

时间与精力，获取诊疗信息、医疗宣教知识渠道单

一［３］。针对以上问题，新上线的智能病房系统旨在

突破 “烟囱式”架构，覆盖数字化、智能化病房建

设各环节，支持移动护理、智能语音交互、智能门

牌、床旁交互和电子床头卡等功能，实现与医院信

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无缝连
接。全新的智慧病房解决方案对提升院区病房管理

水平，减轻医护人员工作强度，提高医疗护理质

量，提升患者就医满意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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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智慧病房整体架构

２１　总体架构

基于互联网共享平台搭建 “平台 ＋应用系统”
架构，全方位打造 “以患者为中心”的智慧病房系

统，见图１。采用５Ｇ无线网络连接方式，可实现移
动环境下会诊记录、医嘱信息、体征参数、护理操

作记录等临床数据实时同步传输。５Ｇ网络技术部署
难度较低，不易受病房内现有其他设备功能干扰，

有效缩短施工周期，保障日常医疗业务正常运行。

图１　智慧病房整体架构

２２　子系统

智慧病房主要承载移动护理信息系统、智能语

音护理交互系统、床旁交互系统、智能床头卡、智

能门牌、医护主机等子系统，通过与 ＨＩＳ，检验信

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电子

病 历 系 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ＭＲＳ）等现有系统进行高匹配联网，将患者住院

和护理信息自动发布到各科护理通讯终端，实现多

款系统数据流畅整合，提高会诊效率，减轻医护人

员与管理人员工作负担［４］。

３　具体实现

３１　技术架构

智慧病房技术架构包括展现层、应用层、应用

支撑层、数据层。其中展现层使用前端框架 （Ｂｏｏｔ

ｓｔｒａｐ），简洁灵活。应用层提供各种业务实体操作，

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根据医院业务变动在纵向和横向

两个方向进行拓展。应用支撑层具有安全性能高、

扩展性好的特点，该层支持分层架构，可灵活选择

使用组件，开放平台支持第３方物联产品对接。数
据层能够较好地支持大数据量、高并发、弱事务的

互联网应用，支撑病区内复杂的数据体系，见图２。

图２　智慧病房技术架构

３２　应用设计

３２１　系统功能模块　智慧病房平台主要由移动
护理信息系统、智能语音护理交互系统、床旁交互

系统、智能床头卡、智能门牌、智能医护主机等子

系统组成，智慧病房产生的临床数据可对接院内

ＨＩＳ，ＬＩＳ，ＥＭＲＳ，放射信息系统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等系统接口，见图３。

图３　智慧病房功能框架

３２２　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利用移动互联网、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二维码识别手段实现全条码化移

动式处理。护理人员通过掌上电脑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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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ＤＡ）、移动推车等设备到床旁获取患者

基本信息、采集生命体征数据、对患者进行全流程

管理，患者各项数据同步到移动护理信息系统中，

与ＨＩＳ、ＬＩＳ、ＥＭＲＳ、ＲＩＳ等系统融合。各类数据信

息可通过５Ｇ网络技术实时同步到移动终端设备上，

供临床医护人员实时调阅患者病历、检查检验、下

达医嘱等，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服务质量。

３２３　语音护理交互系统　医护人员通过语音与

医生站、护士站智能交互系统进行人机交互，系统集

成自然语言理解引擎自动识别医护发出的语音和手势

指令，操作更加灵活、便捷，同时确保无菌性、安全

性和便捷性。系统采集并汇总护理工作提示信息和

病区患者一览表，动态显示在护士站电子大屏上。

通过护士站电子大屏显示实现综合性信息共享与护

理风险预警，可完整查看患者当前所有信息 （基本

信息、诊断报告、护理记录），调阅患者体征数据、

检验检查报告等，交班时通过大屏即可完成所有信

息和事项交接，保障交班顺利和无疏漏［５］。

３２４　床旁交互系统　与互联网对接支持点餐、

护工预约、床旁缴费、宣教等多种功能，形成病房

一体化互动平台，集患者护理信息管理、病房环境

控制、患者入院健康教育、患者个性化需求和满意

度调查为一体，使病区管理更加系统化、标准化，

实现 “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护理服务品质［６］。

３２５　智能床头卡　代替传统纸质床头卡，通过

对接ＨＩＳ接口，集成数据接收、内容显示、医护对

讲为一体，可与护理系统对接，在智能床头卡上显

示患者信息、护理、医嘱等信息，还可显示相应负

责医护人员信息，形成一一对应的医患关系，保障

医患沟通更及时，此外实现智能呼叫、信息发布、

护理标识、护理管理和统计分析等功能［７］。

３２６　智能门牌　安装在病房门外的多媒体医疗

信息平台，显示该病房主治医生及责任护士信息，

主要为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提供信息导航。门牌与

ＨＩＳ同步可显示病房号、床号、患者信息。

３２７　智能医护主机　调取 ＨＩＳ在院患者数据，

显示床位情况和患者在院详细信息。同时支持语音

播放、呼叫病房号和病床号，可循环播报。系统可

提供多个列表并向某一患者终端或值班医护人员终

端发起语音呼叫，根据患者情况任意设置高、中、

低级护理床位等功能。

４　实施

４１　概述

智慧病房硬件主要由 ＰＤＡ、平板电脑、护理交

互屏、电子床头屏、电子门牌、医护主机、值班室

分机、走廊屏等组成。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智慧

病房项目依照规划一期上线３８个科室，根据项目

进度分期实施推进，项目验收评判标准主要是硬件

及软件单元功能是否满足科室要求，另外还需针对

护理评单、重点关注患者信息和转床服务等方面进

行完善。

４２　统一标准，相互兼容

统一规划医院物联网共享开放平台，实现电子

白板、电子床头卡、电子门牌、智能输液等终端设

备数据整合。智慧病房建设难点在于各科室提出的

需求不一致，权衡协调各科室之间需求，形成统一

建设标准，实现高效、兼容性良好的智能模块，协

调各相关科室完成相应建设，通过平台实现数据共

享，消除 “信息孤岛”，减少重复投资［８］。

４３　提升系统扩展性

智慧病区信息系统需要规范化传输协议，为各

种终端设备提供规范化接口，扩展到病区的视频监

控、远程探视、远程会诊、电视直播、医护定位等

功能。部分科室老年患者较多，限制智慧病房推

广。未来建设中应考虑多加入智能语言处理功能以

方便老年患者操作使用。

４４　加强患者隐私安全

智慧病房建设促使内网信息打通，突破传统数

据共享技术壁垒。在各系统数据对接整合过程中存

在医疗信息安全问题，应用无线网共享技术需重视

对患者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相关法律、医院数据管

理制度亟需进一步完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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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应用效果

５１　概述

智慧化病房建设实现医护工作移动化、智能化

以及患者就医便捷化、高效化，针对陆军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智慧病房建设前后，医护人员及患者对智

慧病房满意度、临床工作运行效率、医疗信息化水

平等方面情况，采取问卷调查形式在医院范围内针

对３８个科室３００名患者、５０名医护人员进行走访
调研。

５２　提高医患满意度

通过无线网和移动终端设备连接，护理人员手

持移动ＰＤＡ实时提取患者信息，填写入院评估单及
告知书，减少患者办理住院手续时间。扫描患者腕

带二维码核对患者身份，整个过程实现闭环管理。

帮助护理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医患

满意度。

５３　服务多元化，提升就医服务质量

患者可以通过移动交互屏点播休闲娱乐节目以

及健康知识相关视频节目。通过系统轻松完成院内

食堂点餐，工作人员送餐到床旁，也可实现缴纳预

缴金、出院结算及申请陪护人员等功能，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

５４　无纸化办公，提高医院信息化水平

智慧病房建设减少了传统手工操作工作量，电

子屏与ＨＩＳ对接自动生成患者和医护人员需要的信
息，取代传统纸质床头卡，增强患者知情权的同时

将医院数字化服务覆盖到病房［１０］。该系统的应用有

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使医患关系更和谐。

５５　提高医疗效率，降低医疗风险

医护患呼叫信息系统显示的信息来自 ＨＩＳ并且
与其中数据同步更新，一旦信息变动则电子床头卡信

息实时更新，无需医护人员再次手工操作，提高医疗

效率［１１］。一方面避免传统流程中医护人员手写床头

卡时误输入，另一方面避免患者床头卡被个人无意或

蓄意篡改导致医疗事故，从而降低医疗风险。

６　结语

智慧病房是智慧医院建设基础，通过构建病

房、护士站、后台管理一体化闭环，依托智能化硬

件、软件和大数据平台，使患者与医护人员、智能

医疗设备紧密联接，共同构成以床旁护理、临床智

能诊疗辅助、输液全闭环监控、智能床、护理电子

大屏、医护即时通讯、设备动态物联管理等为特色

的智慧病房［１２］。未来智慧病房功能延伸与智能家居

对接，与慢病患者智能手环、智能体温计、智能血

压计等可穿戴设备连接，将患者管理从院内延伸至

院外的居家环境。生命体征数据上传到医院服务

器，实现实时监控并记录保存，使医护人员第一时

间掌握患者基础信息，保证医生获取数据连续性和

完整性，从而提升医院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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