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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践经验，介绍智慧病房建设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依托
信息化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建设物资管理平台、物联网平台、医院集成平台，实现资产定位、信息共享、数

据标准化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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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发布的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强调，智慧医院建设是深化医改的重点内
容，是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效率的有效

手段，是提高人民群众医疗健康获得感的基础工作。

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目标，落

实责任，加大医疗经费保障投入，积极统筹推进智慧

医院体系建设相关工作［１－２］。医院信息化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智慧病房建设成为医院信息化程度提升的重

要标志［２］。构建智慧病房需要不断完善整合现有医疗

系统，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以更智

慧、更优质的服务提升患者满意度，减少医务人员和

管理人员工作量。本文结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智慧病

房建设实践，分析智慧病房建设瓶颈并提出建议，以

期为智慧病房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２　智慧病房建设现状

２１　概述

智慧病房是以院内物联网为基础，建设集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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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辅助病房诊疗和智能护理的智慧一体化服务平

台［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引入物联网技术，通过多

类型终端应用以及信息技术推动实现病区现代化、

智能化的医疗服务，提高医务人员工作效率。

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提升病房的服

务全面性和管理有效性，但由于缺少建设标准仍面

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一是智慧病房建设投入

大，难推广；二是设备繁多，资产清点困难；三是

医疗需求日益增长导致医务人员工作量及病房管理

繁琐程度日益增加，系统如何统一管理和兼容并包

是当前工作的难点；四是信息系统建设中缺乏统一

的技术标准，集成整合举步维艰。

２２　建设情况

２２１　智慧病房系统现状　国内智慧医院建设起
步较晚，大多数医院智慧病房尚处于试点阶段。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建设４个病区作为试点，病区已实
施部署床旁交互系统、智能输液监控系统、护理电

子白板系统［４］和穿戴设备，见图１。

图１　智慧病房系统现状

２２２　床旁交互系统　床旁交互系统利用物联网
技术、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实现入院、住院诊

疗、手术、医护患沟通、住院生活的全流程管理。

可增强患者对各类医疗信息的了解，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也支持与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等多个系统对接，实时同步病区患者
身份信息、警示信息等各类医疗信息，提高医护床

旁工作效率。

２２３　智能输液系统　利用物联网技术部署智能

输液监控系统，通过 ｌｏｒａ网关将输液过程中采集到
的状态信息转发到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对

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为护士站监控平台提供实时

的输液状态和报警信息，有效解决护士无法实时查

看患者输液情况等问题，可在未改变输液模式的情

况下，提高输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相对减轻

护士的工作负担。

２２４　护理电子白板系统　护理电子白板系统可
实现病区信息一屏化显示，即通过与 ＨＩＳ对接，实

现实时显示病区动态、交班信息、检查动态、手术

动态、输液监控、输液数据报表等功能，有效解决

手写更新信息导致的更改不及时和信息字迹潦草、

排版乱等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整合医疗数据，减轻

护士工作量，方便管理人员对科室进行大数据分析

和管理。

２２５　穿戴设备　生命体征数据是患者治疗的重

要依据，如手抄数据则存在较多风险。采用无线生

命体征采集系统，可通过患者佩戴的体温贴、血压

器、智能手环和血氧饱和仪将体征数据上传至ＨＩＳ，
实现实时采集与监控，确保患者的医疗安全。同

时，床旁系统和生命体征采集系统相结合以实现患

者个人体征数据的连续动态展示，为床旁查房带来

极大便利。

２３　建设成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智慧病房建设已历经两年，

取得初步成效。护理文书书写时长、生命体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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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病房呼叫响应时长均呈现出差异性 （Ｐ＜
００５），表明智慧病房建设能够有效提升护理工作
效率，见表１。

表１　护理文书书写、患者生命体征采集、呼叫响应时长

项目
平均值±标准差

建设前 建设后
差值 Ｔ Ｐ

护理文书

书写时长

８５４±３０１ ４５０±１２８ ４０４ ５５２９ ００００

患者体征

采集时长

６５８±１５８ ０１４±０１７ ６４４ １８０７１ ００００

呼叫响应

时长

１９８±０８８ ０５３±０２１ １４６ ７２０２ ００００

　　注：表示Ｐ＜００５。

３　智慧病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　投入大、难推广

智慧病房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８］。建设

初期，推进硬件设备安装和软件实施都存在较大的

难度，主要存在３方面的因素。一是硬件设备安装
涉及强弱电改造、穿墙、打孔、通信间改造、安装

交换机等工程。二是病区改造施工带来的噪音和灰

尘直接影响病房和医院的经济效益。三是设备厂商

在提供硬件的同时会提供一套基础版软件系统，软

件系统需要与院内多个平台进行对接才能获取患者

的医疗信息，厂商提供的软件系统与护士操作习惯

存在差异性，设备使用率较低。以上因素均导致智

慧医院建设需要根据各个医院实际情况进行单一

化、定制化建设，不仅投入大，且很难在其他医院

进行推广。

３２　设备多、难清点

信息化设备带来工作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病区

设备的管理难度。首先，智能输液终端和穿戴设备

都与患者身份密切相关。护士在患者入院时发放输

液终端和穿戴设备，患者出院时回收设备，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护士物资清点工作量。其次，床旁交

互平板、智能输液终端和穿戴设备均属于重复使用

的医疗设备，设备的清洗消毒对防止交叉感染具有

积极作用，但是长期消毒擦拭对设备的硬件质量带

来不良影响，主要包括床旁平板进水导致黑屏、擦

拭时误碰呼叫按钮导致无效呼叫、呼叫手柄损坏等

问题。

３３　系统多、难适应

智慧病房应用较多的系统包括以患者为中心的

床旁交互系统、电子床头卡、智能输液监控系统、

穿戴设备和以病房为中心的门口屏、走廊屏、电子

白板系统。各个系统有独立的管理后台和前端展示

形式，护士需适应各系统的操作模式，无形中增加

护士的学习成本。理论上通过物联网技术可对病房

数据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但实际上各系统之间未实

现互联互通，造成病区内形成信息孤岛。护士站系

统分布情况，见图２。

图２　护士站系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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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接口多、难集成

各系统间存在共性需求，但是也存在差异性需

求，见表２。这些系统应用不同信息技术，缺乏统
一的信息交换标准，不同厂商系统的集成整合成为

建设智慧医院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表２　智慧病房系统与ＨＩＳ交互情况

设备 描述 举例

床旁交互

系统

患者基本信息

患者病历

医嘱信息

姓名、登记号、年龄等

医生电子病历、护理评估单

名称、状态、执行人、执行时间

输液监控

系统

患者基本信息

医嘱信息

姓名、登记号、年龄等

输液医嘱的名称、剂量

电子白板

系统

患者基本信息

交班信息

手术排程

检查排程

床号、姓名、登记号、年龄等

患者总数、入院患者数、出院患者

数、转科患者数、危重患者数

手术患者、手术时间

医嘱名称、预约时间、外出时间

无线生命

体征采集

患者基本信息

生命体征信息

床号、姓名、登记号、年龄等

体温、血压、脉搏、呼吸

走廊屏 病区信息 －

电子床头

卡

患者基本信息

评估信息

床号、姓名、登记号、年龄等

评估结果为高风险提示

门口屏 房间信息 床号

４　智慧病房建设思考

４１　多方参与，推进落实

智慧病房建设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院内多

部门协调参与。医务部、护理部负责调研需求、

推进项目落地；基建部负责病区内强弱电施工和

穿管布线；信息中心负责服务器部署和信息系统

接口对接；病区医护人员作为使用方，需要试用

产品并提出优化建议。床旁交互系统作为病房的

信息中心，实现入院、住院诊疗、手术、医护患

沟通、住院生活全流程管理，用户使用体验感尤

其重要。基于医院管理和用户操作习惯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在患者住院诊疗期间按病种进行健康

宣教有助于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病情和注意事项。

二是增加健康宣教趣味性。健康宣教由护士主动

发起，对患者健康宣教完成后，可配套相应答

题，以表情或语音形式对患者进行引导，提升患

者学习的积极性［５］，从而达到健康宣教的目

的［６］。三是建设患者便利保障服务。床旁交互系

统应以患者便利为中心进行建设。建设床旁结算

系统，避免患者到结算窗口排队，减轻结算科的

工作压力。建设床旁订餐系统，实现患者床旁订

餐，减轻病房陪护管理工作。四是建设符合护士

操作习惯的系统。护理评估、生命体征是护士常

用的系统，其操作流畅度极大地影响护士的使用

体验。系统建设应该考虑功能实用性、可操作

性、可维护性，床旁平板应搭建适合安卓系统的

护理评估表单，以接口的形式与 ＨＩＳ对接，而不
是将 ＨＩＳ的护理评估单以链接的形式放到平板系
统中。一套完善的评估表单有助于加快护士床旁

评估的速度，提高护士使用床旁系统的积极性，

见图３。

图３　床旁交互系统

４２　物资定位，合理调配

利用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ＦＩＤ）技术和北斗定位技术搭建智能化资源管理系

统实现资产智慧化管理。ＲＦＩＤ资产管理模块主要

对物品进行识别管理操作，每个物品分配唯一的

ＲＦＩＤ芯片，用于资产的跟踪和维护。北斗定位系

统能够实时接收定位信息，计算出当前物资的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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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运行轨迹等。另外，设计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架构的可视化界面直观展示
设备信息，从而实现资产的快速盘点。物资设备系

统的信息化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管理效能。一是物资

信息集中展现，有效减轻护士压力。新进的护士和

轮转的护士普遍认为设备物资的熟悉难度较大［７］。

使用信息系统后，能辅助护士加快熟悉物资信息。

同时有效减轻物资盘点工作强度［８］，使护士专注于

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工作［９］。二是医疗资产的快速定

位能够追踪分析各科室的医疗设备使用情况，从而

进行物资的合理配置，尤其在抢救治疗患者的过程

中，物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物资管理信息系

统能够快速查询到物资定位，避免因物资不到位造

成护理安全隐患的发生［１０］。

４３　物联平台，信息共享

为解决病区信息孤岛难题，医院搭建集成数据

安全通信、设备管理等能力的物联网平台。物联网

结构自下向上分为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１１］。感

知层实现物联网全面的物体感知能力，通过网络设

备的传感器和标识符来识别物体，从而对物体信息

实时采集。网络层的核心技术功能主要是对感知层

采集的信息进行传输、分析和处理，并将结果安全

无误地传输给应用层，实现病区医疗信息的共享和

统一管理。应用层即各类终端，为患者和工作人员

提供服务。物联网平台使病区设备实现 “物物”相

连，建立可靠的信息共享平台。

４４　集成平台与系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建设的医疗信息系统涉及不

同专业领域，包含 ＨＩＳ、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等上百
个子系统。利用集成平台把独立的 ＨＩＳ、ＬＩＳ、医学
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ＣＳ）、电子病历系统等进行整
合，实现院内信息集成和数据共享。首先，集成平

台充当医院信息系统的中转角色，其支持传输控制

协议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ＴＣＰ）、超文本
传输协议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ＨＴＴＰ）、结构
化查询语言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ｑｕ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ＱＬ）监
听、文件传输协议 （ｆ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ＦＴＰ）文
件监听等多种接入方式，与各类业务系统能够较好

集成。其次，参照医疗健康信息集成规范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ＨＥ）进行平台集成，
采用ＨＬ７２４标准格式进行消息传递，实现各个核
心业务系统间的数据共享标准化［１２］，见图４。

图４　集成平台技术架构

（下转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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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动医疗质控的３大管理抓手，合理、有效地
帮助临床一线医生和管理者及时了解医院管理的方

方面面，提高事件的响应处置速度，提升医院管理

水平，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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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智慧病房逐渐代替传统病房的管理模式，使患

者在院期间得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从医护人员角

度，智慧病房使医务人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解决临

床问题，进一步提升个人的专业能力。从管理角度

来看，有利于实现优质护理服务，提升医院医疗服

务质量。但智慧病房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还需不

断引入新技术。另外，智慧病房的建设标准和管理

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健全的管理制度能够指导智

慧病房更好地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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