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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国内外医院智慧化建设现状、我国医院智慧化评价体系及未来发展趋
势。方法／过程 通过梳理和研究相关文献资料，概述我国医院智慧化建设主要内容，系统分析我国医院智慧化评
价指标体系构建情况，结合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和发展趋势，展望医院智慧化发展和评价前景。结果／结论 我国
医院还应向高级智能化方向发展，加强智慧医院整体平台搭建、医疗大数据深度挖掘和医疗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

智慧化评价指标体系应随着技术发展及时完善，进而更好地引导智慧医院建设，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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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推动医院信息化迅速发

展，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逐步向数字化、智能化、

智慧化转型。２０２１年６月印发的 《关于推动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

度融合，推动智慧医疗、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三位

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１］。建设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

有助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

高医疗管理效率、促进医患沟通和互动、实现个性

化医疗服务、完善医疗安全和风险控制以及推动医

疗科研和教育发展，对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增强公众健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

智慧医院建设初级阶段，相关评价标准与规范可以

促进医院智慧化建设。通过评估智慧医院管理效率

和运营绩效，能够及时发现医院管理漏洞和效率低

下问题，从而推动医院优化管理流程和机制，提高

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此外，评估智慧医院智能化

水平和应用效果，能够推动医院数字化转型和应用

创新，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２］。本文通过阅读

政策和文献，全面回顾我国医院智慧化发展历程，

总结国外医院智慧化建设成效，述评我国医院智慧

化程度评价标准，分析其未来发展趋势以及面临的

挑战，为推动医院智能化建设以及评价指标建立奠

定基础。

２　医院智慧化发展述评

我国智慧医院建设经历了信息化建设阶段和数

字化转型阶段，未来将朝着智能化方向进一步发

展［２］。医院信息化建设以实现医院高效运营、提高

患者服务质量和医生决策效率为目的，以医院基础

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业务系统数字化为主要任务，

从局部业务信息系统向全院集成一体化系统，再向

临床信息集成和整合的医疗数据平台建设转变。医

院信息化是完善智慧医院功能的基础和前提。

医院数字化转型是指医疗、服务和管理等多方

面业务模式的质变，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数字资

源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最终保障安全和高效的医疗

行为、精准的医疗资源匹配、满意的医患体验、创

新的医院管理方式。医院信息化建设是数字化转型

的基础，数字化转型是在信息化基础上的业务模式

创新。医院数字化转型以电子病历信息平台全面建

设为基础，以加强医疗大数据平台建设、数据开发

和利用为主要内容。强调对数据的利用和对信息的

整合，为临床决策以及医疗卫生领域科学研究计划

提供实质性支持［３］。

智慧医院建设涉及面向患者的智慧服务、面向

医务人员的智慧医疗以及面向医院的智慧管理［４－５］。

智慧医院被定义为健康领域的综合生态系统，利用

先进技术整合数据，推动基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决

策，主要用以提高患者服务质量。相较于医院信息

化和数字化转型阶段，智慧医院具有 ３个显著优

势。一是智慧医院将互联网技术与多样化医院基础

设施相结合，实现现代医疗机构互联智能属性，增

强了医院的感知能力，例如，安全传感器、环境设

备和身份识别系统等物联网技术主要应用于医疗硬

件，手术机器人和智能诊断工具等技术辅助医生决

策，提高手术质量。二是智慧医院以云计算技术促

进了广泛的数据存储，有助于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驱动的决策和客观的患者服务监督，可通过医疗

大数据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调

度。三是智慧医院以更优的患者体验改善了医患关

系，有利于提高医院声誉度，减少医患冲突，营造

和谐的医疗环境。我国医院整体已经初步完成信息

化建设，部分医院处于智慧医院建设阶段。根据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１０２９４号建议的答复》［５］，国家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已

达到基础性水平，包括７０００多家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接入省统筹区域平台，２２００多家三级医院初步

实现院内信息互通共享［６］。

在信息化进程中，政府与医院共同推动医院信

息化水平迅速提升，尤其在电子病历系统方面取得

显著进展。成果主要体现在业务数字化、数据共享

和数据分析应用。政府统计分析医院效率、质量和

绩效等指标，鼓励医院探索智能影像、临床决策支

持系统等应用。信息化应用显著提升医院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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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通过数据共享和自助服务技术提高患者医疗服

务效率。

３　医院智慧化建设

３１　国内

我国最早的智慧医院为安徽省立智慧医院，该

医院打造多个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包括电子语音病

历、超声智能语音助理、云医声移动平台、医学影

像辅助诊断平台、智慧心电、智慧病理、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预警系统等，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

果。此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在信息化

系统方面注重小而精、短平快的研发模式，致力于

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孵化平台，通过将学院教育和

医院医疗应用场景相结合，研发了与教育和医疗相

关的信息系统；该医院通过与浙江大学高端研究平

台合作，引入企业化成果运作机制，开发医院信息

系统、专科专病电子病历系统、研发信息系统、健

康大脑＋等，加快了信息系统研发和推广应用，推

进了医院数智健康创新中心建设，提高了医院医疗

服务水平和效率。

３２　国外

目前国外智慧医院发展较好的代表性国家主要

是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等。加拿大智慧医院建设强

调远程医疗服务，注重患者参与，推动患者更积极

地参与医疗决策，提高患者对医疗的满意度。加拿

大的享伯河医院 （Ｈｕｍｂｅｒｒｉｖ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是北美首

个数字化医院［７］，能够实现在线预约、电子签到等

功能，还有机器人自动混合和管理化疗药物以及自

动药房系统、患者流量指挥中心。加拿大安大略省

万锦斯托夫维尔医院 （ＭａｒｋｈａｍＳｔｏｕｆｆｖｉｌｌ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能够虚拟监测急诊科出院的心力衰竭患者［８］。当患

者出现新症状时会拨打护士分诊热线，护理人员会

以虚拟方式与患者会诊，并与临床医生合作调整药

物以缓解呼吸问题。韩国智慧医院建设注重技术创

新，强调数字化、智能化和患者参与，以提高医疗

服务水平、优化医疗资源利用。韩国盆唐首尔大学

医院 （Ｓｅｏｕ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ｕｎｄ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作为亚洲数字化医院标杆［９］，其自主开发的医疗信

息系统享誉全球。美国智慧医院建设致力于整合先

进技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效率和可访问性。美

国８９５％的医院使用智能输液泵技术，可以防止肠

外给药治疗时的错误，例如不正确的速率和剂量

等［１０］。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医院［１１］实施临床决策

人工智能模型，通过评价所有入住普通监护病房患

者的再入院风险，降低再入院率。

４　现有医院智慧化评价标准

４１　国内

目前，我国关于智慧医院评价标准的政策主要

针对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对于智慧医疗的服务评

价体系建设主要体现在电子病历和医院信息互联互

通建设。通过确立智慧服务和智慧医疗评价标准，

分别提升整体医院管理效率和患者体验、诊疗水平

和医疗质量。

为进一步完善医院智慧服务评价体系建设，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１２］于

２０１９年发布，从医院应用信息化为患者提供的智慧

服务功能和患者感受到的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估。采

用定量评分、整体分级方法，分为 ０—５级，综合

评估医院智慧服务信息系统具备的功能、有效应用

范围、技术基础环境和信息安全状况。２０２１年 《医

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１３］出台，从智慧管

理功能和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估，分为０—５级共６个

级别，其作为医院智慧化建设的指导标准评价医院

管理等各个方面，为提升医院服务效率和管理水平

提供指引。

此外，２０１８年出台的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等级

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１４］及２０２１年出台的与

之配套的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规

程和专家管理办法》［１５］标志着我国在医院信息化评

价中迈出关键一步。这两个针对电子病历系统应用

的管理办法主要评估电子病历在功能、利用率和数

据质量方面的应用，分为 ０—８级，每个等级均反

映医院临床信息化特定的水平标准。这是推动医院

信息化进程的关键环节，高级别电子病历系统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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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智慧医院的基础，能实现院内信息共享、跨机构

信息交换，以及与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平台的对接，

有效夯实医疗大数据基础［１６］。

２０１７年颁布的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区域 （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 （２０１７年

版）》［１７］是我国首个针对医院信息化建设的评价方

案。２０２０年出台的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评价方案 （２０２０年版）》［１８］正式确立对基础信息、

电子病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７方面进行

评估。

４２　国外

２０２３年 “全球最佳智慧医院”排名评估来自

２８个国家／地区的３００家医疗机构，着重考察医院

信息化水平和应用情况［１９］。以电子病历、远程医

疗、数字影像、人工智能和数字手术为评价指标，

旨在客观衡量医院智慧化程度，并鼓励医院通过新

技术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效率和患者体验。该排名

体现了当前医疗领域对信息技术和创新应用的重

视，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医院综合运营能力

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性。此外，智慧医院统计报告还

提供关键因素分析［２０］，包括市场增长趋势及其主要

驱动因素，以及各种前沿技术在医疗环境中的应用

情况。除了人工智能，报告还关注机器人、虚拟和

增强现实以及３Ｄ打印技术在医院的应用，突显医

疗领域对多元化技术的需求和探索。

５　医院智慧化发展趋势

５１　综合性数字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医院数字化转型关键之一是采用综合性数字健

康平台，整合从预约安排到远程医疗咨询等各种健

康服务。 “互联网 ＋医疗健康”理念深入发展，互

联网医院、临床数据中心成为医院建设的主要内

容。通过数字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提供量身定制的

医疗健康服务，包括预约诊疗、访问医疗记录和参

与虚拟咨询等，扩大了患者与医生互动的空间维

度［２１］。医院建设健康信息交换平台，整合患者数

据，可以促进医疗机构之间数据互通共享，增强对

患者健康状况的全面了解，有助于提升医疗质量，

降低运营成本［２２］。

５２　大数据驱动管理优化

未来智慧化医院将更加注重实现医疗大数据整

合与互通。由于不同医疗机构、设备和系统之间存

在数据格式和标准差异，智能化医院将致力于构建

统一的数据平台，促使医疗大数据实现更好的整合

与共享［２３］。通过制定通用的标准和协议，医疗信息

能够实现异构系统的互联互通互操作，从而为智能

医疗提供更丰富的数据来源。医疗大数据开发利用

体现在医疗服务全过程，需要医院建立统一大数据

中心，整合数据收集、储存、交换、共享。通过数

据驱动的洞察力优化资源利用，高效支撑医院运营

管理［２４］。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为支撑，以医

疗大数据为基础开发模型，实现患者入院模式、临

床转归、疗效和资源需求的预测。开发先进的分析

模型，预测资源需求，确保医疗用品、护理人员和

设施的最佳分配，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

费［２５］。通过临床数据分析，医院能够了解疾病发展

趋势，监测治疗效果，并实施持续的质量改进计

划，从而提升整体诊疗水平。

５３　医疗人工智能广泛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提供医

疗管理服务和辅助医生提供更好、更高效的医疗服

务。人工智能提供的医疗管理服务包括辅助决策及合

理分配资源等。例如，通过部署能够预测传染病传播

时间表和概率，或者识别高风险群体的预测分析模型

帮助政府决策［２６］。在医保改革背景下，人工智能应

用可延伸到卫生筹资的治理、收入筹集、汇集和战略

采购等方面，通过分析广泛的数据集，预测未来的收

入情况，提供支持决策数据，帮助管理层进行更加智

能的治理［２７］。人工智能技术还可应用于艾滋病毒预

防干预，通过分析医院大数据，实施及时的干预措

施、资源分配和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减轻潜在的医疗

健康风险［２８］。辅助医疗决策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

分析图像，提供精确诊断，特别是在放射学和病理

学等具有复杂图像的领域［２９］，可加快诊断过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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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工智能可根据患者个体数据、遗传信息和生

活习惯定制治疗计划，为个性化治疗做出贡献。这

种定制可提高治疗效果，最大限度减少不良反应，

避免医患冲突。应用人工智能还能将复杂的专业诊

断转化为患者可理解的语言，减轻医疗专业人员的

负担［３０］。远程医疗和监测功能使咨询、诊断和监测

能够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进行，从而让偏远地区人

群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然而，医疗人工智能在医疗服务的全面应用，

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一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有望

扩大，但算法的固有偏见可能带来巨大的伦理挑

战，影响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对历史数据的分析

也存在使医疗卫生领域现有偏见永久化的风险。在

利用历史数据和减少偏见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

要［３１］。二是人工智能算法会带来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相关问题。人工智能更新迭代快，算法在更新过程

中给产品性能带来不确定性，而且不同算法应用于

不同场景可能又需要不同算法同时支撑，对于何种

算法应用于何种场景没有明确的规范标准［３２］。为实

现更加高效、智能、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未来医院

智慧化建设应建立完善的电子病历、信息管理和医

疗影像系统，促进医疗信息流动和共享。还应广泛

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健全智能控制平

台和服务管理流程，提升医疗数据处理能力和临床

决策精准性，进而提升医院整体质量和效率。

６　医院智慧化程度评价展望

６１　评估医院智慧化基础

医院智能化建设的基础是大数据平台建设［３３］。

医院智能化评估的本质是对建设阶段利用新兴数智

技术的程度和医疗大数据开发利用的有效性进行评

估。大数据平台建设包括物联网平台、医院智能物

联基础和医院大数据中心建设，这些平台建设需要

利用新型数智技术，如区块链、物联网技术等，与

医院数字化、智能化规划协同［９］。智慧化评估涉及

评估医院内部互联和外部互联性、医院数据中心功

能性、数据安全性、标准化以及新兴技术的集成能

力等方面。

６２　评估医院智慧化能力

医院智慧化能力与医院各部门表现出的复杂程

度有关，包括参与、决策支持和研究能力，涵盖诊

断前、诊断中和诊断后的活动［３４］，例如语音交互、

自然语言处理和临床数据处理。人工智能通过提供

基于患者信息的个性化治疗、帮助医生作出决策、

检测错误模式以及积极参与患者护理、治疗和预测

分析促进决策［３５］。因此，对医院的智慧化能力评估

应主要包括医疗专业人员的创新能力以及研究产品

的创造性和实用性。

６３　评估医院智慧化效果

医院的智慧化影响包括服务和应用效果。服务

效果主要关注患者对医院服务的满意度，评估其提

供优质和个性化服务的能力。包括及时高效的预约

服务、产品和服务适当性、成本效益以及服务准确

性等方面［３６］。应用效果主要关注智慧医院建设如何

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水平，包括医院智能化管理、医

院响应能力、成本控制和资源高效利用［３７］。

６４　评估工具使用和发展趋势

智慧医院建设主要考虑数据和信息的存储和利

用，体现在对医疗数据的高效管理和分析两方面。人

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可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改善医疗体验和服务效率、增强医疗决策

支持、促进医疗科研和创新发展，提升医院管理数据

处理效率［３８］。因此，为进一步评价医院智慧化建设

程度，需要评估人工智能应用情况。通过综合评估医

院智慧化发展程度，动态化调整已有评价指标及权重

运用，给出合理建议，推动医院智能化建设。

７　结语

我国医院建设正处于智慧医院建设时期，人工

智能、物联网、远程医疗、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为

智慧医院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但是，随着医院智

慧化程度不断推进，应出台更加细化的评价标准引

导智慧医院建设完善，包括智能化产品、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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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确的数据化分析程序以及更加可靠的医院管理

系统等。对于智慧化评价体系的标准也应随着技术

发展及时完善，进而更好地引导智慧医院建设以及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治疗服务。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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