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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构建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为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移动支付提供技术参
考。方法／过程 从系统架构、网络架构、业务流程和平台对接４方面设计和构建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
付平台。结果／结论 该移动支付平台成功上线投入使用，相关科室移动缴费支付方式使用率达到６６％，应
用效果良好，可以为其他基层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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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门诊就诊过程中，需要经过挂号、就诊、缴

费、拿药、做检查等诸多环节，不同科室位于不同

楼层，增加了患者就医时间，不利于就诊便捷性和

患者满意度提升。为缩短就医时间，各医院越来越

重视应用移动支付技术，以减少中间环节。门诊处

方扫码缴费业务需求越来越受到医院和患者重视。

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普及，患者可通过手机进行移

动支付，提升就医过程的便捷性和用户体验。通过

扫码缴费，还可以减少患者在财务窗口排队的

情况。

目前移动支付已成为医疗行业信息化发展趋

势［１］。本文主要研究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

平台搭建与设计，力求减少中间环节和排队时间，

实现患者 “无现金就诊”，以期为基层医院或医疗

机构提供技术方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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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系统架构

２１　总体架构

移动支付系统架构主要分为４个部分：医院信
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移动支
付平台、统一公众服务平台和银行结算系统［２］。其

中，移动支付平台对内连接医院 ＨＩＳ，完成 ＨＩＳ内
部业务流程；对外连接统一公众服务平台和银行结

算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手机端移动支付体系。统

一公众服务平台分为 ３个入口，分别是支付宝入
口、微信入口和医院官方应用程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入口。患者通过任意入口均可以实现扫码缴
费、账单查询、处方查询等功能，一键式扫码缴费，

无须再去财务窗口。移动支付平台与银行系统对接，

实现实时结算，患者可以选择自己常用的支付方式：

支付宝、微信和银行快捷支付均可。移动支付平台

与 ＨＩＳ对接分为前台与后台。前台业务主要对接
ＨＩＳ处方信息、缴费信息等；后台业务主要是医院
财务人员与支付平台进行对账、单面账处理、交

账、财务核算等，见图１。

图１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系统架构

２２　业务模式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主要分为两

部分业务模式［３］。一部分针对患者，提供扫码缴费

服务，手机端处方缴费后可以直接取药、检查等，

实现就医流程便捷化。统一公众服务平台提供扫码

支付、处方查询和账单查询等功能。另一部分针对

医院，主要进行支付平台的对账和财务核算。医院

财务人员在系统后台每日进行交账、对账、单面账

处理及财务账务处理。对账原始数据由银行系统提

供，通过移动支付平台传至医院。移动支付平台集

成患者前台服务业务和医院后台对账业务［４］，前后

台业务对接流畅，贯穿所有业务。复杂的后台业务

逻辑由信息系统完成，不影响患者在前台使用业务

的便捷性。医院端通过后台进行账务管理，同时对

接银行系统，这样的架构设计更利于医院进行后台

对账业务。

３　网络架构

移动支付平台主要与医院医疗专网、银行系统

专网进行对接，属于专用内网。同时又与统一公众

服务平台对接，属于公共外网［５］。内外网通过虚拟

机进行桥接，同时通过防火墙进行ＩＰ过滤保障。其
中，医院和银行接入支付平台带宽均不低于１０Ｍ。
支付平台提供至少２个固定的公网ＩＰ地址。移动支
付平台接入的各系统要求网络运营商保证网络稳

定。移动支付与统一公众服务平台的对接，考虑采

用４Ｇ、Ｗｉ－Ｆｉ等速率较低的网络。不同机构针对
网段的需求和配置不同，为安全起见，银行系统、

医疗系统、支付系统均采用各自的专网专段，在不

影响网络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障网络安全，见

图２。

图２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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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服务流程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主要流程

从患者就诊开始，医生开立带有二维码的处方单，

患者扫码，对接 ＨＩＳ读取处方基本信息。患者可
以选择微信、支付宝支付，也可以关联银行卡快

捷支付方式，外联银行系统进行支付。如果支付

平台账户余额不足则跳转至充值页面，充值后可

继续支付。患者在手机端进行处方单缴费成功以

后即可直接进入后续环节，如取药、检查、检验、

便捷输液等，省去了在财务窗口排队缴费的时间。

患者就医结束后当天晚上１１时，ＨＩＳ交账，并于
次日与支付平台对账。如果支付环节出现单面账

（即患者付款后 ＨＩＳ显示未收到账款等情况），财
务人员可进行账务处理和财务核算。至此整个主

流程完成，见图３。

图３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服务流程

　　在本文设计的服务流程中，患者从医生开立处
方单后无须去财务窗口排队，节省缴费时间。手机

扫码支付后就可去对应科室进行检查或接受治疗

等，直至离院。流程简便、快捷，提升患者满意度

和就医体验。从平台架构看，系统分前台、后台。

从服务流程看，一键支付，直接就诊。

５　平台对接

５１　移动支付平台与其他系统对接技术规范及对
接内容

　　移动支付平台与 ＨＩＳ、银行系统进行对接，遵
循国家针对卫生信息系统对接统一技术规范，保证

数据的规范性、一致性和安全性［６］。具体技术规范

文件包括 《ＷＳ／Ｔ４８２—２０１６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
制规范》《ＧＢ／Ｔ２２２３９－２０１９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等。

数据交换技术规范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技术规范［７］。

在数据传输中通过访问服务层、数据服务层、业务

服务层、服务组合层和展示服务层实现数据交换。

同时遵循超文本传输协议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ＨＴＴＰ）、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ｓｉｍｐｌｅｍａｉｌ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ＭＴＰ）、Ｊａｖａ消息服务 （Ｊａｖａｍｅｓｓａ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ＭＳ）、文件传输协议 （ｆ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ＴＰ）等消息传输协议。在本文构建的交换标准体
系中，数据交换主要在访问服务层实现，见图 ４。
移动支付平台对接主要通过采集数据和交换数据实

现［８］。各业务系统中需要采集的数据信息包括其描

述、定义、编码、数据结构、字段类型、数据长

度，保证采集数据的有效性与完整性。交换数据即

通过采集的原始数据或者分析得出的中间数据，形

成需求与其他业务系统交换的数据。对接系统主要

为ＨＩＳ、移动支付平台和银行系统［９］。３者之间通
过接口规范进行对接和数据交互，并针对不同业务

分别进行接口定义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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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对接技术规范及内容

５２　移动支付平台与其他系统数据流向

移动支付平台数据流向从 ＨＩＳ流至统一支付平
台，再与银行系统进行交互，移动支付平台将患者

的支付信息传至银行系统，银行系统回传缴费信息

至移动支付平台［１０］。移动支付平台再将缴费信息回

传至ＨＩＳ。ＨＩＳ根据回传信息于次日进行支付平台
对账，至此数据流向完成。患者拿到带有二维码的

处方单以后进行扫码缴费操作，此时数据已经完成

３个系统的流转和回传，见图５。

图５　基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数据流向

６　平台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２０１９

年末上线基于门诊处方扫码缴费的移动支付功能，

支持支付宝、微信以及医院官方 Ａｐｐ扫码支付。以
眼科为例，抽查当日门诊量为５００余人次，使用支
付宝扫码缴费占比 ４７％，使用微信扫码缴费占比
１７％，使用官方 Ａｐｐ扫码缴费占比２％，移动缴费
所占比例合计为６６％，其余为窗口缴费和自助机缴
费。由此可见移动支付扫码缴费已经成为门诊处方

缴费的主要方式。

通过对该科室的随访，患者普遍反映通过扫码支

付非常便捷，节省了排队时间。该科室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总有患者不知道就诊卡内余额不足，到了临床科

室以后又要重新返回财务窗口或自助设备排队缴费，

费时费力。移动支付技术的试点上线大幅减少此类

情况，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基

于门诊处方缴费的移动支付平台符合业务需求和医

疗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得到用户的接受和喜爱。

７　结语

移动支付方式是新技术发展趋势，本文所搭建

的移动支付平台与门诊处方缴费业务关联、与银行

系统对接实现对账业务功能，可以从系统设计、网

络设计、技术对接等层面为其他医疗机构对接上线

移动支付平台提供有效的技术方案和参考。未来移

（下转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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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节省购书经费，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丰富医院

文化资源供给；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可以变革其阅读

方式，培养环保意识。在实现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图书

共享模式时要注意以下４方面问题：一是根据医务工
作者需求以及后台流通记录时常更新智能共享书柜中

的书籍，同时移动智能共享书柜尝试在不同点位进行

运营，以确保图书共享运营效果最佳。二是制定明确

的奖惩制度，对共享行为进行激励，对逾期行为进行

惩罚。三是配备紫外线消杀装置，降低流通纸质图书

传播病毒的风险。四是与人力资源处、医学院以及信

息中心建立联动管理，及时掌握医务工作者信息变

动，确保及时开通新员工和关闭老员工图书共享平台

使用权限。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包括引入

期、成长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４个阶段［８］，成熟期

产品用户数量较大，体验稳定，且积累了一定用户数

据，但也将面临用户流失问题，需制定相应运营策

略。因此，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图书共享模式运营一段

时间后，如何增加医务工作者的黏性，避免用户流失

将是未来探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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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支付平台和医院医疗业务的紧密度会越来越高，

本文仅就门诊处方单缴费方面阐述技术对接，但

事实上，关于移动支付平台与医院业务对接所涉

及层面较多，例如预约挂号、公众号、体检系统

等。未来医疗行业发展趋势是移动支付平台与医

保平台、体检系统、电子健康档案等系统对接。

居民移动端医疗信息管理具有极大的前景和使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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