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０ 卷　 第 １ 期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Ｊａｎ． 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２１６３（２０２０）０１－０２０７－０４ 中图分类号： Ｒ－０５ 文献标志码： Ａ

“互联网＋”背景下智慧医疗应用现状研究

徐玲玲， 徐婷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智慧医疗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禁锢。 随着医疗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智慧医疗的涵盖

范围和规模持续扩大，加上智慧医疗不断人性化、专门化的潮流走向，智慧医疗的发展受到了重视。 但同时，智慧医疗在发展

过程中出现了信息使用效率低下、隐私安全、缺乏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指导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措施，使智慧医疗能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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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近年来，“智慧城市”工程的积极推进，就使得

民生领域与医疗健康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自大健康概念在“十三五”
规划中被明确提出后，人们越来越希望诊疗保健的

服务质量能有实质性的提高。 中国的人口基数大，
而医疗卫生资源却仍显不足，同时，由于城乡医疗服

务水平差距悬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都在

促使医疗服务行业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发

展。 智慧医疗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禁锢。 不

仅解决了传统医疗存在的看病难等问题，而且不断

提高的医疗技术使疑难杂症的破解成为可能。 智慧

医疗将成为现代医疗服务行业的趋势，为医疗行业

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医疗正在逐渐融入人们

的生活中。 智慧医疗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是以先进

的大数据处理技术作为基础，同时辅以相关职能部

门的正确引导和医疗机构提供的大数据，并在此基

础上有效利用了时下热门的物联网技术，从而实现

了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

动，逐步达到了信息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在提高

信息的利用率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

量。
１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医疗的发展现状

智慧医疗的发展见证了医学不断进步的过程，
以原医疗基础作为起点，从传统医疗到数字医疗，医
疗设备、内容的数字化录入使医学进入了一个全新

的可视化的信息时代；从数字医疗到信息医疗，独立

数据的信息化关联不仅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效率，更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从信息医疗到智慧医

疗，中国的医疗模式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以疾病为中

心到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信息化向区域医疗信息

化、从基础医疗管理到个性化专门医疗管理等等。
智慧医疗正在不断发展。
１．１　 医疗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

１．１．１　 医疗物联网

医疗物联网是以物联网的发展为基础，融入医

疗服务，使物联网和医疗服务结合起来的产物。 作

为智慧医疗的核心部分和重要支撑，物联网包括远

程无线监护平台、移动医疗、智能婴儿管理、医学装



备管理、智慧医院服务系统等智慧医疗应用，不仅能

够大大提升医疗服务工作人员和医疗部门的工作效

率，而且能提高整个医疗服务机构的信息化水平和

医疗服务质量。 现在，医疗物联网已经被广泛地应

用于各家医院，为病人的治病诊疗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比如，在对药物进行综合管理时，可使用 ＲＦＩＤ
技术来对药物进行高效的分类、管理，药物拿错的概

率已降至极低。 在对病历、疾病信息进行登记、处理

时，可使用 ＰＤＡ 技术提高分类整理信息的效率，同
时降低了信息处理出错的概率。 近年来，基于物联

网的智慧家庭健康医疗系统也开始出现。 该系统将

体脂称、血糖仪、血压计等集于一体，通过检测得到

各项人体的生理数据，利用网关转发数据并储存在

平台的数据库中，再经大数据技术的加工处理，用户

可以登录平台查看自己的各项生理数据及其变化，
从而对自身健康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与管理。 智慧

家庭健康医疗系统融合多种先进的技术，在未来会

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通过物联网和远程医疗的

结合，为智慧医疗的应用提供了借鉴，医疗卫生服务

事业的发展又迈入了崭新阶段。
１．１．２　 医疗云应用

云医疗是指在多项新技术比如物联网、云计算

等的基础上，融入医疗技术，重在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减少医疗服务费用、拓展医疗服务范围等来满足

人们不断提高的健康需求的一种医疗服务模式。 云

计算技术的日趋完善，使得医疗行业对目前的技术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云医疗，可以建立一

个系统化、数字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存储在云端，便
于以后医疗的诊断。 云医疗打破了医学专家和病人

之间的空间限制，通过物联网及各项医疗技术与设

备，实现医学专家与病人的远程就诊。 这不仅提高

了医疗就诊的质量，还节约了病人和医生就医及诊

治时间和经济开销。 同时，云医疗的远程监护系统

也为病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通过监护设备安装的

ＧＰＳ 定位，能在病人出现异常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找

到病人并进行救治，提升了救治的效率。 除此之外，
云医疗的教育系统平台还会通过直播会诊、开展国

际专题讲座、转播大型国际会议等方式进行医疗学

术交流，使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研发医疗云应用，推
动了国内云医疗服务事业的进展。
１．１．３　 医疗设备可穿戴化应用

医疗设备的可穿戴化也是医疗信息化程度不断

加深的一种体现。 可穿戴医疗设备通过传感器技

术、通信技术、医疗芯片技术等完美地实现了“人机

合一”，将人们的生命体态数据化。 可穿戴设备具

有多种功能和用途，不仅能对健康进行监测，还可以

进行疾病的诊疗、干预和康复。 用户长时间地穿戴

医疗设备，可以实时监测各项身体生理状况指标。
比如健康追踪器，可以实时监测人体的健康指标如

体温、血压、血糖、心率等等，同时对人们的健康进行

管理，提醒人们多健身、早睡，促进人们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 部分结合了先进技术的智能手表、手环，
还能做到以光学传感器为基础的血压水平以及血液

成分的监测。 在大数据及云储存等技术背景的支持

下，人们数据化的健康信息得到了储存，为今后的疾

病治疗奠定了基础。 医生可以通过病人信息化的历

史健康档案，更有针对性地对病人定制诊疗方案，为
病人提供了更加高效和优质的服务。 可穿戴化设备

以其便携性、及时性、技术性在医疗市场上表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同时也有助于打

造智慧医疗的良性生态模式。
１．２　 智慧医疗涵盖范围和规模持续扩大

１．２．１　 国外智慧医疗

２００９ 年，智慧医疗的理念由 ＩＢＭ 公司最初提

出，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纷纷加

入智慧医疗的发展行列，智慧医疗的范围和规模不

断扩大。 美国以其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成熟的产

业发展和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被誉为智慧医疗的

强国。 医疗机构信息化的远程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人

们日常的就医方式，并扩展到其它专科医疗领域。
分析指出，随着老龄化比重的不断增加，市场份额会

呈现日渐增长态势。 比如德国有多家中小规模的智

慧医疗设备的公司，三分之二的医疗设备都用于出

口，同样作为主要医疗设备出口国的还有法国。 法

国不仅是主要的医疗设备出口国，也是欧洲的第二

大医疗设备的进口国，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旺盛的市

场交易使智慧医疗产业获得了强大发展动力。 近年

来，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也已开始行动加入智慧

医疗的研发行列，巨大的市场需求积蓄着智慧医疗

产业可观的发展潜力。
１．２．２　 国内智慧医疗

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不断扩大的智慧医疗的市场

需求和市场规模使得中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日本

的第三大智慧医疗市场。 在众多家智慧医疗企业

中，中国形成了以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为中

心的五大产业集聚区，创立了四大核心产业集群，分
别是：智能硬件、远程医疗、移动医疗、医疗信息化。
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因地制宜的智慧医疗模式。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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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健康苏州掌上行”Ａｐｐ，以市民的日常就医

方式来设计 Ａｐｐ 功能。 从医院的位置查询到门诊

挂号、排队，再到在线支付、自助取药等各项功能均

已配备齐全。 只需在 Ａｐｐ 上操作就能完成就医，大
大地提高了就医的效率，节省了医生和病人的时间。
浙江省提出了“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举

措，让就医更便捷，让诊疗更智慧。 Ａｐｐ 挂号预约、
移动终端结算设备支付费用以及“互联网＋家庭医

生”的签约都使居民充分体会到了智慧医疗带来的

便捷。 各个省市都在积极探索智慧医疗的最佳模

式，利用信息服务平台来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不断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１．３　 智慧医疗不断人性化、专门化

１．３．１　 从以疾病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转变

一直以来，医学都是以科学实验为基础进行实

践，无论是疾病的本质还是疾病的治疗方案，都可以

通过实验来找出解决方法，所以医生的关注焦点都

集中在疾病、而非病人本身。 然而，智慧医疗的出现

使研究者们意识到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并不是医疗

的正确发展方向。 所以，医生应回归到对病人的关

注，在疾病的早期，医生应该采取干预措施尽可能地

及时扼制住疾病苗头；在确诊之后更要给予病人精

神上的支持和帮助，理解病人的处境，使病人处于最

佳的心理健康状态，而不是过分关注疾病，降低了病

人对医生的信任。
１．３．２　 基础医疗管理到定制个性化医疗管理

在中国，传统医学十分注重“治未病”和整体观

念，了解病人本身比了解病人所患的疾病更加重要。
疾病的诊治应因人而异，同样的病情会因为病人的

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的不同而有治疗方法上的差

异，针对性的治疗才能提高康复的效率。 依靠新技

术，智慧医疗能为病人提供个性化的专门医疗管理，
使治疗更加贴近人性化。
１．３．３　 从有病治病向未病保健发展

智慧医疗贯穿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相比一般医

疗，其医疗范围更为广泛，服务体系也更加完善。 长

期以来，人们一般都是发现疾病后进行诊治。 而智

慧医疗关注更多的是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在疾病

发生初期，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在疾病确诊后，尽可

能地降低疾病的治疗费用，在疾病康复后，仍需对健

康状况进行追踪，预防疾病的再次复发。
２　 智慧医疗的未来发展

智慧医疗旨在使用先进的信息科技，通过物联

网等方式将医疗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满足人们日

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智慧医疗模式从传统走向

创新，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并对日常生活产生了重

大影响。 除了目前的发展模式之外，智慧医疗在未

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创新与改变。
２．１　 人工智能 ＋ 大数据，助力医疗发展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智慧医疗的服

务模式受到众人的高度关注，智能医疗产品也应运

而生。 智能医疗产品的出现，集疾病的监控、健康管

理和辅助决策为一体，用户将历经与模拟医生的多

次交流，并通过海量的医疗数据库的验证，知晓自己

的疾病状况并收到相关的诊治建议。 在未来，人工

智能会对智慧医疗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比

如，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分析方面的技术渐渐成熟，
推动精准化医疗的发展。 医疗机器人的出现将会加

速医疗保健的转型，不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精确性，
还降低了人工服务的成本。
２．２　 智慧医疗推动移动医疗设备商用

传统的移动医疗设备以蓝牙、Ｗｉ－Ｆｉ 为基础，普
遍存在着用户隐私安全、高功耗、独立性欠佳等缺

点。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一代通讯手段已悄然出

现，比如 ＮＢ－ＩｏＴ ／ ｅＭＴＣ 通讯技术，不仅弥补了传统

通讯手段的不足，同时也加快了移动医疗设备的市

场化、商业化，全面满足用户的需求。
２．３　 政策扶持推动智能养老产业发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养老产业的发展，并
出台了有关的政策。 同时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
各项政策也逐渐从扶持老人转变到扶持产业和市

场。 目前，中国的智能养老产业正在加快发展，智慧

医疗的大范围应用，将会对智能养老产业产生巨大

的推动力。
２．４　 智能医疗服务厂商成长空间变大

在智慧医疗的发展过程中，医疗设备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因其电子产品的特殊性，在使用时

也将涉及到该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智能性。 所

以，具有安全保障和人性化的智能医疗产品将会在

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巨大的潜力。 然而，目前

国内医疗设备的资源分配并不均匀，整体上仍处于

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智能电子设备正面临着极为

有利的机遇与发展契机。
３　 当前智慧医疗存在的问题

３．１　 信息使用效率低下

在大数据背景下，医疗信息存在着数量大、价值

参差不齐、流转迅速等特点，如何在海量的数据中搜

索出最具价值且有针对性的信息，即已成为在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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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信息中的关键步骤。 只有高质量的医疗信

息，才能实现科学有效的健康管理。
３．２　 安全与隐私问题

在大数据背景下，众多新科技不断兴起，在便利

了人们对于数据的处理与储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

多安全隐患。 一些新的信息技术，在尚未推出相关

的法律、规章制度去制约其使用之前，个人的健康信

息则难免会泄露，从而就可能造成严重结果。
３．３　 缺乏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指导

虽然智慧医疗已经在多个城市落地，并融入了

人们的生活之中。 但是智慧医疗仍然是新兴产业，
缺乏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化的规范与指导。 因此

应在智慧医疗专业性方面增加研究投入力度。
４　 完善当前智慧医疗的措施

（１）加快智慧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与

完善。 作为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的新模式，智慧医疗

虽然已经逐渐融入了人民的生活之中，但仍然缺乏

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的监管，也没有相对成熟的可

借鉴模式。 这就亟需有关职能部门对智慧医疗行业

的发展做出宏观性的指导，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

规章制度，确保智慧医疗新模式能更加规范、有序地

运行。
（２）加强个人健康管理，提升安全和隐私意识。

作为接受智慧医疗服务的用户，要加强自主的个人

健康管理。 虽然智慧医疗通过各种可穿戴医疗设备

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医疗资源、医疗设

备和人员等的局限性限制了医疗服务的全程化供

给。 所以，不能完全依赖于智能医疗设备，要树立自

主加强健康管理的观念。 同时，在大数据背景下，还
要经常举办安全和隐私的主题讲座，建立自我保护

意识，对于一些缺乏安全性的智能医疗服务设备要

避而远之，在隐私泄露时要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３）实现医疗信息共享，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在医疗服务的就诊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

的情况，为了有效地促进智慧医疗的建设，应在保证

病人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医疗信息的共享。 通过

信息共享，医疗用户不但能查询个人的医疗信息，在
得到高效医疗咨询的同时还进一步降低了就医成

本。
５　 结束语

智慧医疗服务为“看病难”提供了一种新的模

式。 目前，则要制定合理的医疗制度，利用智慧医疗

模式中的远程医疗来共享医疗资源，并出台相关政

策达到有效保障医疗资源公平性的目的。 同时，要
加快建立、健全家庭医生制度，将基层首诊作为医疗

服务体系的核心，实现医疗资源的全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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