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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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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深入发展，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对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作用显著。2020年新年

伊始，湖北省武汉市爆发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并迅速蔓延全国，国家高度重视，医务人员迅速行动，积极投入到这场与病毒

作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

态化防控状态。医院信息化建设是医院现代化建设和新冠疫情防控的客观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概述，医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医院信息化建设实践和医院信息化建设探索四

个方面进行阐述，致力于探索出疫情防控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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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s role i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t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work effici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year in

2020,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outbreak broke out in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and spread rapidly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it, and the medical staff acted quick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is war against the

virus without the smoke of gunpowder. After arduous effor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our country's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has been further consolidated,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has changed from an emergency state to a normal

stat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hospit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

vention and control.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COVID-19,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the practice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ospit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overall thinking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spec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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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首先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

国各地，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经过全国上下艰

苦努力，广大医务人员的舍身奋战，我国 COVID-19疫情防控

取得了骄傲的成绩[3,4]。2020年 5月，国务院应对 COVID-19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

作的指导意见》[5]（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我国 COVID-19

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常态化防控下的总体

防控策略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各疫情防控单位要做到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致力于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医院是疫情防控的主

阵地，而所有的医务工作几乎都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持[4,5]，完善

的医院信息化建设能在 COVID-19疫情防控中快速布局，及时

准确作出有效反应。本文探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医院信息化建设，致力于探索出疫情时期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整

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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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概述

1.1 医院信息系统的含义

要实现医院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进行医院信息系统建设。

所谓医院信息系统，即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及电子计算机和通讯

设备，为医院各部门提供患者的诊疗信息，并为医院的行政管

理提供信息采集、存储、分析、访问及数据交换，并能够满足所

授权用户的功能需求的建设[8]。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和使用，

实现为医院的整体运行提供自动化、全方位的管理及服务[9]。

1.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的目标及内容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的目标大致包

括三个方面。其一是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行政管理与事务处理

相关业务，达到减轻事务处理人员的劳动强度的同时，辅助医

院管理及高层决策，提供医院的工作效率。其二是支持医护人

员的诊疗、护理等临床活动，同时收集 COVID-19患者的病历

资料信息，为患者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务。其三是尽力减少医患

之间的近距离接触，预防发生传染，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的内容

主要包括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医院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医院

影像科系统、医院病例随访系统、医院远程会诊系统、医院办公

自动化系统、医院感控行为监督系统、医院网络和数据安全防

护系统、医院远程运维系统和医院决策支持系统。当然，所有信

息系统的部署和应用，均需要以提高效率确保医患人员的生命

安全，实现抗击疫情、零感染的终极战略目标而建设。在这些子

系统中，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医院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医院影

像科系统是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基础[10,11]。

1.3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需求分析

COVID-19发病急、突发传染性强、扩散性广、风险高、病

情进展快，疫情防控工作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对 COVID-19感

染者，必须及时有效进行整治，才能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12-14]。

由此可见，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需要对目标区域实

行 24 h不间断全天候监管，医院信息系统是一个真正的 24h

实时系统，能够确保医院相关人流的基本情况及病历信息需及

时准确无误的传到医生手中[15]。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医院各不同科室需要紧密配合，这就需要各科室能够相互

及时调用信息资料，各科室的病历信息资料要及时上传，而医

院信息系统就是能够实现计算机终端设置在各个不同科室的

存在，真正实现了医院各科室、多点多面多人协作，是及时相互

调阅信息资料的载体[16,17]。

按照《医院分级管理标准》我国的医院分为三级十等[18]，每

家医院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其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实践存在

差异，有的医院根据自身的需求建设信息化系统，有的意义建

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医院信息系统，其系统具有完整的闭环性

和系统逻辑，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中，系统运行

顺利高效，极大地减轻了医务人员负担，提高了医院工作效

率 [19]。然而有的医院的信息系统虽然达到了传递信息的目的，

但却因各种原因无法真正实现医务相关的业务协同，系统和数

据无法实现深度整合，给 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极大的

不便[20]。

1.4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医院作为 COVID-19疫情防控的主阵地，其工作效率直接

影响到疫情防控的成效。在面对 COVID-19 患者或疑似

COVID-19患者时，如果医院不能及时有效作出应对，那患者

的生命安全将很难得到保障。而医院信息化建设正是确保在

COVID-19疫情面前迅速反应、高效应对的有效手段[21,22]。根据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相关要求，应尽量减少人员密切

接触以防疾病传染，此时的医院影像科系统、医院病例随访系

统、医院远程会诊系统、医院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医院信息化系

统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医院信息化建设不仅是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

要，同时也是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的国内外环境，医院应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以适应市场发展的

需要。各医院之间的竞争不仅只是专业技术医护人员方面的竞

争，还体现在医院管理、服务水平等多个环节。在 COVID-19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更是医院核心竞争

力和生存能力的直观体现[23,24]。

1.5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计

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为满足疫情防控需

求，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应设计建立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

息系统，建成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信息共享系统，实现不同业

务系统的集成、融合与互通，实现临床业务一体化管理。以医院

信息平台为核心建立包括信息传输与整合、服务集成与流程整

合等模块组成的信息交换系统，建成以临床主题数据库、集成

信息数据库、业务信息数据库等资源平台，构建以患者索引、医

护人员索引及电子病历融合成的服务平台，同时构建电子病历

集成浏览器和大数据实时监控的应用平台，建成完整可操作的

医院信息化系统。

2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医院信息化建设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并被广大医疗

卫生机构付诸实践，各医疗机构的自动化办公、医院管理信息

化系统、患者自主业务系统等信息化成果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这些信息化建设成果在 COVID-19疫情防控中收到了极好的

效果[25]。然而，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践中，一些医

院信息化建设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

2.1 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程度低

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中

部门之间的互联互通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医院

信息化系统的融合程度低，医护人员不能再不同系统中来回切

换，需要诸多繁琐的操作流程，各系统的危险信息异常提醒也

比较欠缺，要想实现医嘱全过程的闭环管理还需进一步改善，

这与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快捷、高效的本质要求相悖。其二是门

诊、急诊、病房之间的信息系统未能实现一体化，导致三个系统

之间未能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以至于门诊急诊无法直接导入

病房记录的情况，给医护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COVID-19疫

情防控常态化医院信息化建设应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基础信

息互通互联，形成整体化防疫格局。

2.2 普通病房的信息化程度低

目前，医院均设有普通病房和隔离病房，一些医院普通病

房的信息化程度低，当隔离病房不够用的时候（如疫情中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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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区），需将普通病房改为隔离病房，由于普通病房缺乏完善的

信息化系统，缺少重症监护的仪器和设备，通常需要医护人员

人工完成监护，从而加大了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对此，应加强

普通病房的信息化建设。加强普通病房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提

升医院的疫情防控能力，而且对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及竞争力

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3 各医院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低

在 COVID-19疫情初期，同一患者在不同医院的转运需要

办理的手续繁多，造成转运医院与接收医院频繁的工作交接，

导致患者滞留，严重耽误了治疗时机，给疫情防控带来诸多麻

烦的同时也严重威胁了患者的生命安全。疫情初期甚至要求患

者携带纸质病历，造成巨大的麻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减少不必要的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势在必行，进行医院信息化建

设的过程中需加速区域医院信息化平台组建，加强医院之间基

础信息共享合作，提升疫情防控的工作效率。

2.4 临时组建防疫设施局限明显

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许多医院的发热门

诊和隔离病房还采用临时搭建的疫情防控设施[26]。如有线网络

组建疫情防控信息系统，需要技术人员现场进行网络布线，这

样一来一方面现场网络布线施工部署效率低，且容易发生故

障，严重影响疫情防控的进展；另一方面传统有线组网模式难

以满足疫情防控的 "迅速扩建、改建 "信息网络的需求。这就

要就医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采用现代网络技术构建固定疫

情防控信息化硬件，为疫情防控提空可靠的基础设施。

2.5 运维模式落后和患者隐私保护欠缺

目前一些医院在对 COVID-19疫情防控信息化建设方面

还缺少远程运维模式，对信息化硬件设施环境的监测还需人工

手动方式去完成，对硬件设施发生故障的反应较为迟钝，对故

障节点的判断也不够准确，很多时候需要进出隔离区进行维护

修理，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发生风险。医院信息化系统应建立不

同级别的访问权限和数据隐私保护机制，做到信息公开、强化

互联互通的同时保护好患者的隐私。

3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实践

3.1 利用大数据实现线上咨询到互联网医院

对于 COVID-19这样重大的突发性传染病，追溯病原是一

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具有重要意

义[27]。在疫情期间，不少对象出现了疑虑自我患病的情况，但又

不确定是否患病或不敢就医的矛盾心理[28]，为解决这种情况并

确保医护环节的安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形成门诊、住院一

体化线上线下防疫信息化应用，为门诊及住院提供完整、高效

的防控，从患者到医务人员的整体线上流程，实现门诊、住院的

全流程智能化防疫体系。实现患者居家预约，系统自动调查核

对并提交异常人员给医护人员核实，以医院医护人员为终点的

院前一体化自动筛查流程，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诊疗以降低传

染风险。

3.2 远程会诊及办公

在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感染 COVID-19的风

险仍然存在，再加上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和空间局限性，基于远

程医疗服务平台非常必要，医院借助虚拟专用网络及其他相关

技术，实现居家访问医院内网检索使用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

等信息，实现远程无接触会诊及办公。

3.3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充分发挥 "互联网 "的优

势，发热门诊在互联网上线智能预问诊系统，患者预约后可在

微信公众号填写预问诊调查问卷，系统全程无差别模拟医生问

诊流程，患者通过填写就诊目的、近期症状及治疗史等信息，系

统通过收集患者信息进行预诊，并生成病历，以帮助医生快速

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并给出相应的治疗意见。另外，肺部 CT

扫描是 COVID-19诊断的重要依据[29,30]，疫情期间医院的 CT拍

摄量剧增，给阅片医师增加了巨大的工作负担，且容易造成漏

诊的情况，医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探索人工智能辅助阅片，确

保疫情排查的准确性。

4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探索

4.1 信息化建设原则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应顺

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遵循统筹集约、融合共享、信息安全与

信息化并重的建设原则。医院信息化建设应对技术和软件进行

综合集成，以便能在平常时期确保投入与产出的最大化，在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避免同质化重复。医院信息化建设不应该是

孤立的单个系统自我完善，而应该与国家各级别的公共信息平

台联通，形成共通共享的一体化大数据系统，平时可以使更多

数据汇聚到更高层面，服务更多的社会群体，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能够更好地支持国家疫情防控，提高国家整体公共应急管

理能力。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

确保系统自身稳定和安全，这是医院信息化建设能够发挥作用

的前提条件。

4.2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 3月，国家提出加快 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的建设的意见[31,32]，医院信息化建设应抓住这次机遇，结

合自身及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际情况，构建基于

5G的多网络融合的全域覆盖的信息化系统。建立融合人脸识

别和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符合疫情防控常态化现状的信息化病

房，实现患者体征数据采集自动化。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

院信息化建设可依托 "云架构 "建立数据中心，打造 "数用分

离、智能驱动 "的高效数据服务，满足医改背景下医院的相关

医务工作。

4.3 建立高效、协同、标准化、安全可靠的应用体系

首先建设能够实现全院范围跨部门和信息系统的医院集

成服务总线，形成物理集中、业务逻辑分布的系统框架。其次拓

展互联网医院服务，推动医院信息化建设向纵深发展，使医院

信息化建设集成各个系统资源，打通管理、诊疗、电子病历、支

付等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建成高效协同的应用体系。同时，加

强信息表达、信息交换、信息流程及信息处理的标准化，院内形

成标准化表述，建设标准化体系。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需要深度考虑体系的安全性，在技术

上采取身份验证、态势感知及访问授权等手段，形成安全可靠

的数据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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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COVID-19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医院信息化建设应以

疫情防控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医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应结

合疫情防控需要及自身实际，面对暴露出的问题，建设高效、协

同、标准化、安全可靠的信息化系统，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现

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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