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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 为了谁？

病人

医护人员

医院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国家

社会

Why ?

提高效率？

减轻工作负荷？

便于数据统计

方便行政管理

投入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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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时间

管理 维护

系统“缝缝补补”,越来越慢

厂商协调，耗时耗力耗钱

数据分散，利用难

业务分散，操作烦

1998-2012 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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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 专业公司 其他公司 单一厂商

单一厂商

可借鉴的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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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推倒重来 哪里不行补哪里

优点
 建设速度快

 历史包袱小

 分布投入资金

 保护医院投资

缺点
 医院之前投资－浪费

 后续投入资金－砸钱

 效果不理想

 只能补，很难质的提升

国内可借鉴的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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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紧抓核心

按需部署

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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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系统
数据

应用

互操作性
平台

专业的厂商做专业的事情，
没有一个厂商是全能的

1 通过平台基础建设，实现
跨系统的业务整合及数据
的有效应用

打好基础，医院自主按需
建设，量力而为

2 3

“以平台为基础的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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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行

性平台

专业领

域用专

业系统

统一的

接入标准

数据实

时交互

数据正

确传递

业务有

效整合 系统间既独立
又协同工作

已有系统不用推倒重来

医院按需建设系统

医院自主选择厂商

跨系统数据有效利用

跨系统业务高效整合

基础：互操行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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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逐步推进，医院财务负担小，可以满足不同医院的不同文化

2012.9

• 项目启动
• 整体项目设计规划

2013.5

• 方案确定
• 平台建设启动
• HIS升级改造

2012.12

• 参观考察、专家论证
• 产品选型、技术论证

2013.9

• 电子病历系统升级
• 院内平台上线
• 危急值管理
• 标本闭环管理
• ……

2014.8

• 放射科系统升级
• 超声科系统升级
• 内镜科系统升级
• LIS系统升级
• 病理系统升级
• ……

2015.9

• 无线网络建设
• 移动查房上线
• 移动护理上线
• 手术麻醉系统升级
• ……  

2015.12

• 院感系统建设
• 特诊+急诊系统改造
• 药房系统改造
• 医院门户系统升级
• 临床路径系统升级
• ……

2016.5

• HEADss决策分析系统上线
• 电子申请单流程优化改造
• 不良事件上报系统建设
• 病区工作平台建设
• 院前服务提升建设
• ……

按需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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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开发经验不一定符合医院的文化要求

开发经验 医院文化

现实：信息化建设没办法“拿来主义”，到了具体医院还需要相互适应。

需求部门
开发团队

需求与开发的项目组织与管理的困难

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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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办公室

需求管理

评审小组

技术管理

实施小组

数据质量

分析小组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是医院信息化项目整体工程建设的决策机构，由
医院领导、电子病历系统相关的业务处室负责人组成。

项目建设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本项目的日常
管理工作，下设需求管理评审小组、技术管理实施小组、
数据质量分析小组 。

需求收集及分析

需求评估及设计

技术对接及实现

功能及数据验证

需求和开发管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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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困难点 对策拟定 负责人

1 缺乏专项管理 成立项目建设办公室
1.下设需求管理评审小组
2.下设医疗数据分析项目工作小组
3.下设技术管理实施小组

文卫平、熊迈、李菁、
刘翰腾

2 数据质量低 1.加强首页质控
2.将重点指标纳入科室质量考核

李菁、熊莺

3 系统建设不完善 1.完善信息系统的建设
2.建设互操性信息平台
3.实现跨系统的数据与业务互操作

刘建勋、刘翰腾、专业
公司

4 数据分析级别低 在互操作性平台上引入商业智能（BI）
架构

专业公司

组织管理“互操作”

通过项目办这个“平台”将各个工作单元系统组织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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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成全院级的诊疗资料数据中心，实现了患者历次就诊数据的关联，方便临床医护人员和管

理部门的数据查询和调阅，降低了数据使用成本，提高了临床和管理的工作效率。

患者在我院所有住院、门诊文书(通过患者主索引)病案首页出院记录
入院记录

病程记录手术记录会诊记录用血申请 医嘱护理记录
ICU相关单据

建设成果示例一：基于平台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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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与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消息及业务的高度整合，让医生在一站式中完成日

常工作和数据查询，提高了临床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

文书书写
体温单数据互

通
检验集成各种检查报告

集成

平台提供统一的
WEB调阅历史检

验/检查报告
医嘱开立/查询
为医务/质控提供

的管理功能
各种病历相关报

表

建设成果示例二：医生工作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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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平台的数据中心，实现移动医疗和护理都选择了“专业厂商”建设，让医护人员得到最佳用户体验，并

通过移动医疗（查房、护理、标本双签）在院内的推广，推动了“院内无纸化的”建设，让医疗闭环管理得

以实现。提高了医疗质量、细化了管理和过程指标监控。

建设成果示例三：移动医疗和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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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台基础上，构建符合医院实际需要的绩效管理和数据分析系统。经过筛选，形成包含七大类300多项子

指标的 “分析型报表”，并制定定期更新数据的原则，为医院和科室的精细化管理、医疗质控控制、以后

后续的改善提高和管理决策提供数据依据。

分级授权管理

实现仪表盘监测、预警

绩效指标主要包含：安全、效率和政策指标，为医院管理
提供决策支持

可实现数据明细导出与分析通过全景病历功能，直接查询异常指标的患者历次病历
内容，及时发现质控薄弱环节

建设成果示例四：精细化绩效管理

20
16
 中

 华
 医

 院
 信

 息
 网

 络
 大

 会



有重点监测指标的排名：出区平均住院日、手术例数等

建设成果示例四：精细化绩效管理

20
16
 中

 华
 医

 院
 信

 息
 网

 络
 大

 会



可以根据专科特色设置，为临床科室诊疗组管理
提供数据支撑

建设成果示例四：精细化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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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个人可以选择不同时间段、手术角色，查询
本人的手术工作量

建设成果示例四：精细化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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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指标均可点击
进入仪表盘显示手机版HEADss

向上拉，能展
示具体明细

建设成果示例四：精细化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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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医患关系，

提高患者满意度，
提高病人回头率

解决市场预期及医院发展问题，为制定
医院发展规划提供可靠的决策数据

辅助财务决策

与全成本管理

提高医疗质量监测，
降低医疗事故

支持科研及精准医
疗，提升医疗水平

绩效管理，优化管理流程，

提升创新和医院管理水平

大数据

& 分析

展望：大数据应用和精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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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目标：建立临床诊断辅助、医疗质量管理、绩效管理、财务指标、

利润指标、综合管理等知识库。

以平台大数据为基础，使用各类先进的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建立计量模

型并依照这些模型产生完全符合医院的知识库。

设置阀值，当病人的人数到达阀值时，自动产生新的数值更新知识库与

自我学习。

展望：具有自我学习能力临床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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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 病情 有效案例 无效案例

A 药物 轻 38           64

重 10           82

B药物 轻 95           18

重 50          35

C药物 轻 88          26

重 43            37

应用示例：三种药物治疗某种病症不同病情的疗效－案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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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量为“疗效”，自变量为“病情”和“药物”，各变量赋值如下：

疗效：有效 1；无效 0

病情：轻 1； 重 0

药物：A药物 0；B药物 1；C药物 2；

应用示例：三种药物治疗某种病症不同病情的疗效－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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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 回归方程为：

Logit(P) = -1.869+1.289 (病情)+2.260 (B药)+1.937 (C药)

可以得出结论：

校正病情因素后，B药与A药比，出现有效的优势比为 9.583；C药与A药比，出现有效的优势比为 6.941，因此，B药优于C

药，C药优于A药。

校正药物因素后，轻病情与重病情比，出现有效的优势比为 3.63，病情轻的疗效好于病情重的，若病情由重到轻，则药物的

有效性将增大 3.63 倍。

可以加上“药品成本”,“医疗收入”,“医疗纠纷”等等因素，做出有关财务、利润、绩效管理等其他目标的分析模型。

将这类模型自动化更新与储存，做为CDSS的知识库。

应用示例：三种药物治疗某种病症不同病情的疗效－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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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

 2016年3月11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资源引领

大型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

源的引领作用

智能医疗

区域信息共享平台、移动

互联网+、云平台等技术

下的智能医疗服务

在线服务

互联网在线预约、在线支

付、报告/影像查询等便捷

服务

远程诊疗

远程影像诊断、专家会诊

、预约转诊等远程医疗服

务

 以互联网技术建设区域医疗平台，利用中心医院的优质资源建设区域医疗中

心展开专家远程会诊、影像远程诊断、预约转诊等医疗服务。

 平台将连接区域内其他机构，实现医疗优质资源下沉、诊疗信息共享，推进

机构间的协作，完善分级诊疗体系。

意见强调

展望：区域医疗中心＋远程会诊平台

建设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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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浏览

• 移动APP

• 微信公众号

• ……

结合互联网+医疗的思路，借助移动互联等技术，基于云平台可提供移动端的服务

应用，实现远程医疗服务线上、线下的有效整合。

实现移动终端的加盟注册、远程会诊、预约转诊及
其他拓展功能。

展望：会诊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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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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