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7 NO.7 MAR.2017

doi: 10.13241/j.cnki.pmb.2017.07.047

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优化策略探析
黄立夏 俞 华 王成器 李 伟 范文君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信息科 上海 200000）

摘要：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优化医院的工作方式，加强医疗信息的整合能力，提升医

院的工作效率，在应用中计算机网络技术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从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的内涵及特点入手，分析当前医院信息

资源管理现状，最后针对医院信息管理现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期对以后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

源管理中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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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Hospital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universal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opti-
mize the way of working in a hospital,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tegrating medical information, as well as improve the hospital efficiency,

and the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e will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hospital computer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w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 which is

helpful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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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时代下，计算机网络技术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

志。随着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各行业、

各领域都在不断加大自身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自身信息化

建设力度，提高服务水平及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在医疗服务行

业[1]。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下，各级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也进

入一个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新时期[2]。在日趋复杂的网络信息资

源环境中，医院领域中的信息资源管理也随之出现各种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健康稳步

发展，应受到各级医院及相关研究人员重视与广泛关注，并具

体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出现的具体问

题，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综合考虑，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以保

证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各级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的有效及普遍

应用。

1 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概述

1.1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内涵

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可以从狭义

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狭义上来说，医院信息资源计算机

网络化管理是对各级医院中病案、文献、设备、人员及各种媒介

形式的电子信息资源、印刷制品、文字等方面的管理，局限于对

信息资源本身的管理[2]；从广义上来说，医院信息资源是医院全

部信息活动因素的总称，包括与信息资源相关的技术、设备及

资金等方面的管理。

1.2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的特点

医院信息资源主要来源于以下 3个方面：①各种文献、资

料、书刊等信息资源；②各级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的信息资源；

③相关研究人员经有目的、有组织调查后获得的卫生信息资

源。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医院信息资源管理具有数字化、多元化、

以网络为传播媒介等特点[3]。

1.2.1 信息资源管理的数字化 在传统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

一般情况下，相关资源管理操作人员采用人工文字记录方式对

医院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存储并管理，对人力、物力耗费较大，

资源存储量小，很容易受环境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且存在较大

误差。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可简化信息资源记录与存储

过程，信息资源以数据库的形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具有信息密

度高、容量大、完整性强等特点，以数字化形式存储信息，可在

计算机内高速处理，经信息网络远距离传送，很少出现丢失现

象[4]。相关操作人员可分析并处理医院信息资源，并实现信息资

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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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信息资源管理的多元化 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未得到充

分应用时，医院信息资源只经文字、语言等实现存储，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医院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然而，计算机网络技术下，

医院信息资源的存储形式从单纯的语言、文字到图像、文本、软

件、音频、视频、数据库等均可进行有效存储，应用于各行业、各

领域，且向多元化存储方向发展[5]。

1.2.3 信息资源管理以网络为传播媒介 医院信息资源管理

中，传统信息资源存储载体为纸张、磁盘、磁带等，然而，计算机

网络技术应用于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其存在形式以网络为载

体，展示虚拟化的姿势形态，广大用户得到的是丰富的网络信

息，体现医院计算机网络资源的共享性和社会性。

2 当前医院计算机信息资源管理现状及问题

由于医院内住院患者流动性大，其检查报告、影像资料、处

方、消费等信息随之大量产生，传统信息资源管理方式很难将

这些住院患者的档案信息进行快速且有效整理[6]。为保证医护

人员及时准确查询相关新设备、新知识等信息资源，并将其有

效应用到临床具体工作中，则需要构建有效信息传递渠道及方

式，将信息采集、加工、处理及存储等功能进行集成，以利于医

护人员对网络信息资源有效应用，将其从传统的繁琐信息资源

管理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投入个人精力到具体临床工作中。

但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当前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存在以

下问题：①与各级医院的属性相比较，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尚不

完善，且在数字化医院工作管理中所应用的医疗、设备、行政等

功能实现上也存在很大欠缺；②信息资源共享上也存在一些漏

洞，由于受限于多种因素尚无法实现，医院信息资源共享在可

控范围内尚未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流通，且信息反馈内

容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③医院各部门工作差异性较大，造成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框架存在一定分歧，医院信息资源从收集、

加工、处理到存储各环节都有一个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统一，

并不能满足医院对信息资源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的要求；④在医

院信息资源电子化管理中，大多数医院的病案信息统计、交流

及病房管理经验均处于半封闭状态，使得计算机网络技术并未

充分发挥其价值；⑤由于医院内相关信息操作人员的计算机技

术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有效发挥

作用。

3 医院计算机信息资源管理的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技术已

渗入各行业、各领域，当然也涉及到医院信息资源管理的各个

方面，包括来院就诊及住院患者的病案信息、医院各种设备及

药物信息、医院管理中档案及外部网络信息等多个方面[7,8]，计

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提高医院信息资源的使用效率，不

断改革医院信息化的管理模式。为保证计算机网络术在医院信

息资源管理中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

的优化策略。

3.1 病案信息

医院病案信息管理，应满足广大医护人员具体临床工作的

要求，从以下三方面进行：①借助计算机网络规范医护人员的

具体工作流程，并保证病案信息录入的标准性和规范性；②借

助病案信息管理功能记录就诊患者的相关信息，并保证在医院

信息管理中有记录可查、有证据可依；③根据临床具体工作使

用需求，设定信息资源管理反馈系统，及时调整并反馈信息资

源管理结构及模式。医院数据库及数据库技术的建设能够实现

信息共享，从而提高医院信息的利用率，并为医院提供盈利及

技术支持[9]。

3.2 历史信息

医院历史信息，作为医院各个发展阶段的有效记录，其维

护对医院资源信息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医院信息资源

管理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可充分覆盖历史信息，且计算机网络

信息资源管理系统可有效统一管理医院发展中各种信息资源，

并为数据统计、分析及方案制定提供规范的数据基础[10,11]。为减

少医院空间使用，降低管理成本，可定期对医院历史信息做好

维护工作，利于广大医护人员有效、快速解决临床具体工作中

的难题，适应医护人员的医疗需求，具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①

拟订合理完善的医护人员操作规范，要求按照规定流程进行信

息资源管理的具体工作，并及时记录在医院的信息管理文档

中，确保记录信息的标准性和规范性，方便日后信息资源的快

速查找和使用；②医护人员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详

细记录患者的病案信息，实现医院内部信息管理的系统化，在

诊治患者时真正做到有据可寻，有据可依；③应用计算机网络

技术建立医院信息资源管理的反馈系统，并根据各个时期及阶

段的需求调整医院信息资源的系统架构。

3.3 药品及药物

药品是医院中主要的流动物品，其分类及有效管理情况影

响药品信息及其数据统计的准确性[12]。各级医院为实现其长效

且稳定发展，不仅要做好病案及历史信息的维护工作，还应注

意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药品及设备上的应用，相关的信息量复杂

而多变，医护人员做好医院信息资源入库及出库分类管理标

准，按照门诊药房、住院药房、药库等分类管理，确保医院各种

药品及设备使用均在统一标准下进行，以保证医院各项工作的

健康有序进行[13]。

结合药品自身特点及特殊性，各级医院药品及药物管理处

应具体考虑药品药物信息、采购计划、财务验收、查询、调价、入

库及出库管理等方面。其中，①入库及出库管理，针对进购的药

品及药物，待检验合格后入库管理，并将采购日期、发票号码、

供货单位名称等及时准确录入系统，在药品及药物积压、失效

等问题时，应及时清理出库，并准确统计药品及药物出库情况；

②采购计划，医院针对所缺的药品及药物及时进行补给，也可

通过药品及药物月消耗量进行补给，保证常用药品及药物的正

常需求，并及时进行统计；③财务验收，医院相关财务人员根据

发票审核药品及药物，并将其入库，待财务人员验收后，准确入

库；④药品及药物调价，参照国家发改委及相关药品及药物物

价文件，对需要调价的药品及药物及时进行价格调整，并在网

络上进行及时更新，有效调整，利于广大医护人员对医院信息

资源快速且有效地进行查询，也可通过历史查询药品及药物供

货商送货记录，以快捷方便地定位医院各种药品及药物的准确

信息，并进行有效药品及药物信息资源管理。

3.4 外部网络信息资源

医疗信息共享是各医院建立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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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所在，外部网络中权限用户可在允许范围内查询并使用，

有效进行医院信息资源的查询[14]。各级医院在应用计算机网络

技术进行信息资源管理时，操作人员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优

势，远程医疗，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优势，并制定合理且

有效方案帮助合作医疗单位或其他门诊部门应用外部网络信

息资源，以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及医护人员的工作水平[15-17]。此

外，各级医院需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外部网络信息资源的

便捷性，提高医院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为广大来院就诊患者提

供特色且优质的医疗服务，确保医院在各级医院中的有利地位。

4 总结与展望

在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中，重点在于数据库技术

和数据库的建设，这是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18]。目

前，在医院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及平台建设中，均需要进行

数据库建设，实现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减少医院

投入信息资源管理的资金，同时体现各级医院的技术及反映能

力。医院的数据库建设及数据库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各级医

院的盈利情况，但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资源管理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相关信息资源管理人员应进行不断探究，并

将工作重点放在就诊患者的医疗服务和信息管理上，以有效实

现就诊患者的数据库管理，不断推进医院计算机信息资源管理

的稳定可持续发展[19,20]。因此，各级医院需不断进行探索实践，

以寻求自身信息资源管理的优化途径，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便利

且优质的医疗及医院信息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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