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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能智慧医院打造智能智慧医院 便捷服务惠泽患者便捷服务惠泽患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如果说便民服务和信息系统是
重医大附三院的“四肢”和“躯干”，
那么智慧化的“管理”就是它的“心
脏”和“大脑中枢”，作为智慧医院建
设“三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为医疗机构科学、规范开展智慧医
院建设提供关键性指导，并通过加
强顶层设计，提升医院管理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

在重医大附三院的护理部主任
的电脑屏幕上，人员管理、培训管
理、绩效管理、护理质控管理、护理
不良事件上报平台等模块数据让护
理管理变得可视化。“护理管理系统
由PC端和PDA端系统组成，涵盖护
士、护士长、护理部多级管理。通过
系统平台，我可以清楚地把握目前
全院的护理工作情况，包括护士护
理患者情况、护士是否按照标准流
程工作、是否遵医嘱执行等。让护
理管理工作可视化，使护理部成为
全景指挥舱。”重医大附三院护理部
主任说，在系统监视过程中如果发
现护士出现失误，就会对出现的问
题进行追踪、分析，在造成不良结果
前介入干预，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的
发生。据悉，该系统是国内率先在
业务上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共享问题
的护理管理系统。

那么重医大附三院是如何监测
护士及患者情况的？“我们的护理管
理系统是在移动护理系统的基础上
创立的。移动护理系统是以个人数
字助手（Personal Digital As-
sistant，PDA）、移动护理推车和智
能手机等为硬件，以无线局域网为
网络平台在床旁工作的一个手持终
端执行系统，它帮助护士实现了床
旁患者信息查询、床旁生命体征录
入、跟踪医嘱全程、拆分医嘱、护理
工作量统计、条码扫描等功能。”重
医大附三院护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护理管理系统与移动护理
系统互联互通，使护士护理的全过
程都进入到护理管理系统之中，准
确把握护士和患者的相关情况。

此外，该院还结合临床实际与
软件公司共同开发了护理重症系
统：根据重症医学科的工作特点，系
统提供重症相关评分；在使用高危
药品时，护理系统会在PDA配药和
执行时提醒护士注意药品名称、剂
量、浓度，如果使用中存在问题系统
会自动报警。目前也已纳入护理管
理系统之中。

重医大附三院的血糖管理也同
样令人称赞。全院统一的血糖信息
化监测管理平台可以检测全院病人
的血糖现状；而动态血糖检测系统，
可以让医生动态了解患者血糖状
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从而实现动
态管理。这两个系统相结合，则可
24小时为糖尿病患者精准管理血
糖。

成立至今5年多的重医大附三
院，“诞生”在大数据浪潮风起云涌
之时，紧紧把握发展机遇，享受到了
时代的红利，尤其是新医改以来，国
家陆续下发了10余条指导性政策促
进医院信息化、智慧化发展，为重医
大附三院的建设“智慧医院”指明了
方向。

“下一步，医院将继续以人为
本，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进一
步强化大数据应用，持续扩展数字
化、智能化覆盖范围，不断优化医疗
服务流程、改进医疗服务方式、提升
医疗服务绩效，以打造重庆智能化
医疗高地为目标，多措并举增强群
众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重庆
医疗健康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重
医大附三院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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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25日，以“智能化：
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的
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期
间，将围绕智能产业政策、标准、规
范、指数、榜单、新产品、新技术等发
布一批行业重点成果。

在“见智·健未来”大健康领域
成果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捷尔医院）入选“重庆十佳智慧
健康应用案例”。据了解，重医大附
三院成立于2016年，去年不仅获评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而且还拿
到了重庆市第一批互联网医院牌
照，是国内首家混合所有制、非营利
性、医科大学直属综合性“三甲”医
院。

作为重庆最年轻的“三甲”医
院，它的“智”与“惠”体现在哪？让
我们走近重医大附三院，一探究竟。

“以前，有些患者通过微信服务号预
约挂号后，由于自身原因无法准时到达，
造成了‘时段空档’的现象，让坐诊医生白
白浪费了时间。”重医大附三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院对网络
预约挂号排队进行了“2.0”版的升级，即：
无法准时到达的预约患者会自动延后，让
已到达诊区等待并完成签到的患者先行
就诊，减少了无谓的等候，切实有效提高
了就医效率。据统计，目前到重医大附三
院有效预约的就诊患者有96%都是来自
手机端。

什么是有效预约？重医大附三院相
关负责人说：“最早期的线上预约挂号是
没有包含缴费功能的，到了医院后仍需现
场缴费，这类情况我们称之为‘无效预
约’。现在，我们开通了线上微信、支付宝
等移动在线支付，为群众有效预约提供了
保障。”

此外，以往做完CT、核磁共振等放射
检查后患者还需待在医院等候胶片及报

告，为了给患者时间上的便利，重医大附
三院将该流程与微信服务号进行有机结
合，让患者通过微信服务号线上操作即可
获取电子胶片和报告，极大方便了患者。

这些便民功能仅仅只是重医大附三
院微信服务号的冰山一角。打开该院微
信服务号，可以清晰地看见患者在就诊过
程的院前、院中、院后各环节都包含在其
中，预约挂号、院内精准导航、智能分诊排
队、检后报告获取、停车缴费……各环节
步骤一目了然、环环相扣，真正为患者带
来了“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进一步提高了
患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智能化的微信服务号基础上，该院
还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的线上诊疗模
式，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在线咨询、在线
问诊及慢病复诊，患者可通过文字描述、
视频语言描述、上传病历等形式，在线咨
询医生病情，医生会在 24小时内接诊答
复。“在线接诊分为图文接诊和视频接诊，
可以在程序上看到有显示当天在内的7天

的预约时间。”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两
种线上接诊挂号费均只需1元，若医生没
有在规定时间内回复则会返还挂号费。
目前，重医大附三院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
开设有呼吸内科、皮肤/整形美容中心、康
复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眼科、内分泌疾病
中心等门诊科室，让患者享受在线咨询、
诊后复诊、慢病续方、入院登记及药品配
送到家等服务，努力实现让患者包括首诊

“最多跑一次”，展现了重医大附三院“以
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信息化建设“便民
惠民”的工作导向。

据悉，该院是目前渝北地区唯一的大
型“三甲”综合医院，切实解决了5年前渝
北人民需要跨江过河才能享受“三甲”医
院优质医疗条件的痛点，特别是对“黄金”
救治时间窗和早期救治能力水平有较高
要求的疾病能够得到早期诊断和精准救
治，如急性心脑血管疾病和严重创伤。

坚持“以人为本” 优化便民惠民措施A

“智慧医院”建设不仅为患者带来便利，
还使从业医生能够通过搜索、分析和引用大
量科学证据来辅助支持他们的诊断。

在重医大附三院放射科，李医生正在查
看体检者低剂量胸部CT扫描图像，计算机
自动提示肺部的磨玻璃样结节（GGO），李
医生根据计算机的提示逐一审核。冠心病
患者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造影（冠状动脉
CTA）刚做完，胡教授已经在电脑前审查后
处理图像及报告了。高效、快捷的背后是肺
部小结节及冠状动脉 CTA 的人工智能
（AI）平台的有力支撑，医生可通过平台随
时标记肺部小病灶，一键生成冠状动脉后处
理图像及影像报告，告别了以前需要重复审
阅对比的繁琐，既节约了时间，又大大减少
了漏诊、提高了诊断准确性。李医生和胡教
授使用的现代化诊断手段是该院信息化建
设的体现之一，也映射出传统医疗正一步步
向智能化医疗转型。

“医学影像AI的持续发展，使医疗上下
游都受益。于患者而言，可缩短检查及等待
报告的时间，获得更精准的诊疗建议，享受

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于医生而言，可提高阅
片效率、降低漏诊率，代替医生完成重复性
工作，专注诊疗实质；于医院而言，可降低医
院成本，践行分级诊疗，提升医院分级诊疗
水平。”该院信息中心负责人进一步表示，李
医生和胡教授所使用的是人工智能辅助影
像诊断系统，它是基于大数据、图像识别技
术，应用人工智能信息系统辅助放射科医生
开展肺结节进行筛查，帮助医生鉴别微小肺
结节，并与RIS系统集成，实时对放射影像
进行分析，并推荐辅助诊断结果的智能化系
统。

据介绍，该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
作，探索建立了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它是一个基于计算机
用于支持业务或组织决策活动的信息系统，
致力于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为临床工作者
在正确的时间和对正确的对象，提供正确的
信息辅助决策支持。而人工智能辅助影像
诊断系统仅仅只是它的其中一部分，除此之
外还有合理用药决策支持系统、智慧医保合
规审查系统、医技检查危急值管理系统、院

感管理信息系统、康复智能筛查系统等模块
系统，通过决策支持系统的运转，有效避免
或减少错误处方、医保违规、危急值漏报、院
内感染等风险发生，为病患、医生和院方提
供了有效支持和坚强保障。

精准高效快捷 为医护患及管理者保驾护航B

注重科学管理 打造精细化医院C

护理业务数据展示

医院自助挂号系统

医院全貌

利用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分析

使用移动护理核对病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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