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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医院健康管理模式应用

张至柔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下的许多传统行业应运而生。 其中医疗行业最主要的标志是“互联网＋”背

景下的医院健康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的诞生将有助于人们就医方式与健康活动的改变，利用“互联网 ＋”可以构建一套现代

化的健康管理系统，提升科学医疗水平。 如何将这些健康管理模式运用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是目前社会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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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模式得到广泛应

用。 近年来，人们从被动的、应对性的就诊医疗，逐
渐转向主动、常态性的保健预防，使得医院与“互联

网＋”的联系异常紧密。 根据健康上海 ２０３０ 规划纲

要，中国需构建起服务对象全人群，服务主体全方

位，提供“一条链”的全周期服务体系。 医院作为保

障人们健康安全的地方，每一个信息系统都应该做

到尽可能完善，帮助医生明确地了解到患者的信

息［１］。
１　 医院健康管理

１．１　 建造全方位、一体化应用模式

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医院都已经开始实施互联

网模式管理，内部也有相应的在线健康咨询管理系

统，可以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健康咨询服务，也可在线

为来院检查患者提供免费病情咨询。 每个医院会为

自己的健康管理中心设置骨干医师，为线上咨询的

患者提供医疗咨询。 如微信、ＱＱ 等网络方式，使患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室，
提前办理好相应的手续，同时也可网上在线预约第

二天的会诊。
互联网健康管理主要是指，当患者确定病情之

后，医生通过不同的患者病情，制定不同的诊疗方

案，可在线与患者及相应医师进行沟通，根据疑似病

情的检查结果，患者可网上进一步的联系相关医师。
住院治疗和愈后专家咨询，主要利用“互联网

＋”模式与相应科室专家进行在线对接。 医院的各

个科室，如慢性病科、骨科、老年科等也可针对病患

情况给出建设性的意见。 医院还要进行垂直化的管

理及跟踪患者的病情发展，以达到病人的康复管理。
１．２　 打造优质的健康管理平台

中国目前大部分医院都在利用“互联网＋”平

台，优化患者及家属的体验，省去繁琐的看病诊疗程

序，提供优质的服务。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医
院内部各级已经设立了一系列健康管理中心［２］。
患者去医院之前，将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健康报告提

交到医院公众号系统，医院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智能

的对患者的情况及诊室安排做出合理的分配，以减

少患者的排队时间，提高效率。 在患者进行治疗康

复后，医院会根据网上患者定期填写的信息来进行

康复跟踪，在互联网平台根据此类患者发布一些健

康知识宣传，使患者最大程度地得到康复，以确保患

者享受最优质的服务。
此外，医院对出院患者的资料进行整理，通过报

告形式，传输到医院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患者可免

费的查阅个人病历并与专家积极地进行沟通，医院



也可定期地对患者进行回访［３］。 这样，医院的健康

管理平台就会对来院患者进行全方位地保驾护航。
１．３　 集中式康复健康管理模式

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智能生活，医院应

该多多利用智能互联的功能，建立患者康复后的专

家小组，其专家主要由心理专家、营养专家、恢复专

家、产后调理专家等构成的愈后小组，以便及时地在

网上发布一些能够使大众都受益的内容，使群众趋

利避害。 国内外专家也应共同合作，解决人们在实

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４］。
１．４　 慢性病患者互联网健康管理

由于医院的大部分病患是慢性病患者，所以医

院健康管理主要应针对慢性病，而慢性病患者医疗

健康管理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１）患者预备阶段。 医院首先应有一套属于自

己的互联系统，通过上传数据，网络智能按照严重等

级对患者进行分类，使医院与患者都能有一个明晰

的治疗步骤、管理方案及治疗目标。
（２）治疗阶段。 对患者进行分析使其签约网上

的治疗方案，以及对治疗目标器具的使用，针对不同

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３）实时监管阶段。 医院运用健康管理平台，

以及一些有效 ＡＰＰ 的实时监控，建立具有针对性的

危险警报系统。 采用当前比较流行的电子设备可穿

戴技术，将人们提出的面对危险如何应对的方法，及
时反馈给客户。

（４）病案管理。 医院应在健康管理平台，对患

者病历建立以年为单位的病历检测报告，为患者定

制出对病患产生危险因子的防控，以及做出综合性

评价。 针对不同的慢性病患者，这 ３ 个阶段也要适

时的变化。 医院健康管理流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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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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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健康提交微信、QQ等网络休检前询问

健康管理

治疗管理

图 １　 医院健康管理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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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医院互联网健康管理模式展望

中国现在大部分医院的内部系统都是借助于

“互联网＋”系统，着力为病患提供各个方面的健康

咨询［５］。 通过互联网平台，医院可以为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目前，在“互联网＋”与“中国健康 ２０３０”的两大背景

下，智能可穿戴技术、中国 ＰＢＭ 模式、医疗健康大数

据模式、精准健康医疗模式、医疗电子商务模式、远
程医疗模式、在线问诊模式等均是互联网与健康医

疗两者结合的产物，是未来智能医疗发展的必然趋

势。
在“互联网＋”数据分析平台的基础辅助下，将

医疗服务等平台与物联网相结合，充分将现代化服

务健康管理的优势体现出来，十分有助于中国智能

健康的发展。 将目前的大数据应用，通过互联网融

入到医院的健康管理中，便于医院与患者之间的信

息对称。 如上海健康云、健康云等，通过收集人们的

健康信息，来对用户的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结合大

数据，智能分析等传送于线下医疗服务，包括健身房

等，以便为用户制定个性化的产品服务与推荐。 通

过医疗健康服务平台与移动可穿戴智能设备，对人

们的身心健康进行远程监测。
３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才能

使用户得到优质且方便的服务。 “互联网＋”与医院

健康管理平台对人们更加优质的生活提供了推动作

用，“互联网＋”平台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有效结

合，其产生的新模式，将有效推进社会医疗服务体系

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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