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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预约挂号、网上专家会诊、刷脸实现快速缴费……

数字化医院建设实施 5年多来，我市各大医院都在积极探

索方便群众就医的“互联网+医疗”模式。笔者近日走访我

市各大医院，体验智慧医疗的应用效果，发现只需要动动指

尖，挂号、缴费、查看报告等就能便捷完成，信息化手段的应

用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近年来，我市不断将

“智慧元素”融入医疗，互联互通的医疗数据解决了患者排

队等候、来回缴费的烦恼，“智慧医疗”带来的便利正在造福

广大患者。

6 月 2日，市民贾先生带着 5岁的儿子

浩浩，来到市中心医院，不用排队挂号，他们

直接就到皮肤科就诊。如此方便的原因是什

么呢？贾先生从手机上打开“宝鸡市中心医

院智慧诊疗”小程序告诉笔者：“以前来中心

医院就诊，得排好长时间队，有了这个智慧诊

疗小程序，我头天晚上在家就挂好了皮肤科

专家的号，今天直接就诊，再不用排队挂号

了。”贾先生接着说：“医院推行智慧诊疗，把

时间主动权交给了患者，我们就可以根据工

作和生活情况，合理安排时间就诊，避免了扎

堆挂号、扎堆就诊。”

笔者跟随贾先生现场体验就诊：在门诊

五楼的皮肤科诊区，导诊员通过扫描贾先生

手机上的居民电子健康卡，打印出了候诊号

码；按照预约时段，贾先生带孩子进入诊室，

医生诊断后，为孩子开了血常规和尿常规的

化验单。接下来去检验科，贾先生掏出手机

在“门诊缴费”一栏点击操作，不到一分钟时

间就完成了检验项目交费。化验结束后，过

了一会，贾先生在手机上“报告查询”一栏，

看到了孩子两项检验的报告结果，并在自助

打印机上扫码后打印出了纸质报告单。贾先

生带儿子返回皮肤科，医生根据检验结果开

出了药方。

“以前每次到医院看病就像‘打仗’一般，

紧张费力又耗时。现在像‘坐动车’，有自助就

诊、缴费零排队的全新体验，前后不过一个多

小时，既快捷又方便。”贾先生说。

以往到医院就诊，令不少患者晕头转向

的是寻找各窗口。高新人民医院在“汉唐云

健康”微信公众号上推出“诊室导航”服务，

将医院内的挂号和缴费处、药房、卫生间、开

水间等各类便民设施和科室具体位置“搬

家”到了手机上，患者或家属只需点击选项

或输入自己要去的位置名称，手机上的“诊

室导航”就能很直观的规划路线，极大地方

便了患者就医。“诊室导航”像百度导航一样

方便，跟着指引不用再走冤枉路，受到许多

就医患者的欢迎。

智慧医疗还能实现远程会诊，直接高效

对接省上或全国的优质医疗资源。今年 3月

份，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远程会诊中心与西北

妇女儿童医院远程会诊中心进行了2次远程

教学学习及 1次远程医疗会诊。通过远程会

诊中心在线视频，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与西

北妇女儿童医院专家面对面，详细查看患者

症状及辅助检查，对患者病情进行细致分析，

并提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

据了解，远程会诊是医院集结优质资源，

破解患者诊疗难题的有力举

措。宝鸡市中心医院从 2014 年

开始，就与华西医院建立了远程

会诊通道，医生只需通过上传患者

病例和检查报告等文档到对方医

院，就能快速实现远程会诊。目前市

中心医院还与我市 34个镇卫生院建

立了远程专家医院门诊，不能来

市区就医的患者通过

远程专家门诊，在

镇医院就能

够得到医

疗救助。

挂号缴费手机全能实现

笔者了解到，目前我市38家二级以上医

院接入陕西省预约挂号平台，可以实现线上

预约挂号；全市有11家医院开通了线上服务，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小程序实现预约

挂号、线上缴费充值、检查检验报告查询等功

能；电子病历系统在各家医院得到普及，形成

了文字、符号、图表、图形、数字、影像等数字

化信息，实现了医疗记录存储、管理、传输和

重现，这不仅减轻了医生的负担，提高了医院

的工作效率，也方便了患者就医。

任何一项新技术在运用时都要经历用户

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智慧医疗也是如此。

笔者就“你在手机上预约挂号吗？”为例，向

50个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市民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只有 15%的人有过在手机上预约

挂号的经历，65%的人“不知道医院有这项

服务”，还有 20%的人表示“习惯到医院就诊

时再挂号”。

手机预约挂号只是智慧医疗技术便民

服务的基本功能。调查显示，智慧医疗应用只

覆盖了较少的人群。比如智慧医疗功能配置

搭建最快、功能实现较为全面的宝鸡市中心

医院、高新人民医院，即便院方鼓励患者使用

其小程序，得到响应的仍是年轻人居多，中老

年人大都还是采用传统的方式就医。

究其原因，笔者发现，首先是新技术的

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受访者并不知道院方推

出了“指尖上的医院”，不了解这些手机上的

小程序所承载的功能；其次，有些人虽然知

道，但对手机操作不太熟悉，感觉体验感较

差，进而放弃“线上办理”；再次，有些医院的

网络功能服务与实际应用衔接上存在断点，

手机上选择了功能服务，但线下却未能如

愿提供，让患者觉得，这样折腾，还不如按原

来的方式就医实在；最后，每家医院都有智

慧医疗建设，但各家建设标准、程度、效果均

呈现不同水准和形式，这就导致患者在应用

“线上医院”功能时，各家医院各有各的模式

和程序，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操作流程，让

一些患者感觉实际应用起来不太方便，也就

挫伤了大家应用的

积极性。

目前，在市卫健

委统一部署下，市

中心医院等医院

都在积极推进互

联网医院建设工

作，已申报注册

互联网医院牌

照，等 待 批 复

后即可上线使

用。大部分医

院已经完成了

线上预约挂号

和在线咨询等

服务。市中心医

院、高新人民医

院还在积极尝试

实现药品配送和

上门护理服务。

智慧医疗持续便民惠民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慢性病

患病率的提高，群众的健康保健意识持

续提升，对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

精细化，所以智慧医疗的改进完善

也需要与时俱进。那么宝鸡的智

慧医疗如何朝更加科学、高效的

方向发展呢？

市中心医院院长助理刘

欣认为，智慧医疗发展要想

夯实基础，首先得从智慧医

院入手。当前各大医院都在

不同程度建设智慧医院，但

每家医院发展层次不一样，

使用情况也参差不齐。再好

的软硬件，如果没有用户广泛

的应用，就只是摆设，不能积

累下数据应用资源和可调试的

经验，长此以往，信息化设备就

会沦为一堆“废铁”。对此，今年以

来，市卫健委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和

统筹步伐，积极推进各家医院打通信息

壁垒，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方便患者就医。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5G 技术的深入发展，智慧医

疗健康行业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第

一，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是互联网健康医

疗的重要催化剂；第二，个性化和综合化

健康管理服务是未来细分领域的发展方

向；第三，大数据将在智慧医疗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在精准分流、健康险营销、慢

病管理等方面得到应用；另外，随身可

穿戴医疗设备的涌现，尤其是以运动、

心律、睡眠等检测为主的各类医疗设

备，可以助力提升临床医生的工作

效率。

依此趋势，有关专家认为，各

大医院应加大信息化投入力度，

加速推进提升智慧医疗的患者

使用率，依托云计算能力，对患

者进行精细化的健康管理，以

互联网技术解决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造成的弊病，使更多

基层患者享受到互联网技

术带来的福利。

推进智慧医疗不断完善

智慧医疗
刷新宝鸡市民就医体验

魏薇 温瑶瑶 孙晓梅

百姓
注关

“互联网+”越来越广泛地渗透

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求医问

药”与互联网融合，会产生怎样的裂

变？“我们希望智慧医疗能服务大众，

让人们从低效、重复的就医程序中解放

出来，更加高效精准地解决看病难题。”

一位医生如此解释智慧医疗，这说明智

慧医疗成了破解医疗机构运行难题的有

效途径。

智慧医疗是一套融合物联网、云计算

等技术，以患者数据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

式。智慧医疗可整合医院之间的业务流程，

整合医疗资源，真正以病人为中心实现预

约挂号、手机缴费、专家云端会诊等多种

功能。未来随着应用的深入，还能让人有

更加便利化的体验。近几年，随着宝鸡各

大医院智慧医疗工作的推进，智慧医疗

系统也从最初方便人就医，发展到积累

健康数据资源，再到未来预防式、针

对性地做好医疗服务。可以说，智慧

医疗的前景被广泛看好。

当然，再好的技术只有被广

泛运用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如

何让人们去尝试应用智慧

医疗平台呢？笔者认为，

需要政府加强引导，

鼓励医院多开通

“智慧渠道”，

并将此纳入考核，以此倒逼医院多措并举，

加强新技术推广，将患者的刚需与互联网

技术应用紧密融合，让人们在“指尖上的医

院”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有了良好

的体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智慧

医疗系统；医院自身也要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目前好多患者还不清楚医院开发的智

慧医疗系统，去医院看病，还是按传统方式

看病就医，医院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患者

使用智慧医疗系统的积极性。

只有应用越来越广泛，才会支撑智慧

医疗发挥更大的价值。当平台积累了越来

越多的患者健康数据信息时，既方便了医

生做系统分析判断，从而实现精准医疗而

非过度医疗，也能够更高效地接入各种医

疗保健资源，从预防医学的角度，给患者提

供日常保健知识、每日健康监测计划，通过

丰富的信息支撑，让专业服务机构更全面

地了解患者，提供定制化的医疗服务。这就

是智慧医疗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拥抱健

康、拥抱未来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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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
为生命护航

魏薇

市民自助打印检查报告

市民正在刷脸缴费

远程网络诊断中心

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挂号

工作人员指导市民

使用“报告打印机”

专家正在进行远程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