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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构建与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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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开发预约挂号、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医学继续教育及医疗数据集成模块，搭建基于长三角专科联盟的跨区域医

疗信息平台。 本文探讨了跨域医疗信息平台构建的原则、框架体系及其应用，分析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并
提出对策建议，为跨区域急重症转诊和基于“互联网＋”的专科联盟内慢性病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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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医疗信息一体化是区域医疗协同发展的基础，
现存长三角区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各地

医疗集团、医共体为代表的纵向信息系统建设与共

享利用。 依托跨域专科联盟接轨上海、实现与上海

之间的跨区域医疗协作，已成为长三角各地卫生部

门重要的安排，但在实践中也遭遇了跨域信息不互

通、信息标准不统一，导致转诊不畅等困难。 研究基

于长三角横向联系的跨域医疗信息平台，探索横向

整合、纵向贯穿的区域医疗信息共享机制，对推动长

三角形成跨域分级诊疗格局具有现实意义。 跨域医

疗信息平台达成上述目的途径包括：第一，通过跨域

平台，打通医疗信息在地区间的堵点，为跨域医疗协

同奠定基础，推动区域医疗一体化发展；第二，利用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引导区域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

流动，放大优质医疗资源的溢出效应，提升专科联盟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推动联盟内实现急重症院间转

诊和慢性病的基层管理。
１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构建

１．１　 相关研究回溯

国内基于医联体信息平台的搭建以及医疗信息

互联互通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袁海鸿（２０１６）等

研究认为，医联体医疗信息平台应整合医院管理信

息、门急诊信息、患者异地诊疗信息。 为使医疗信息

跨区域互联，可建立覆盖各级医院的集成数据中心，
以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ＰＡＣＳ）为基础实现跨区域

医疗信息共享［１］。 国内不少学者还基于各自研究

角度，探讨了医疗信息平台构建的技术与思路，如：
向天雨（２０１４）提出了基于中间件技术的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等［２］。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医疗信息平台

的研究更多地依托于城市医联体、农村医共体。 随

着跨区域医疗协同的进展，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建设

被提出，并已处于起步阶段。
国外跨区域医疗信息共享及平台建设的探索较



早，加拿大、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思路和

方法可提供参考。 加拿大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ｗａｙ 项目建立

了全国性的信息平台系统，跨域共享居民健康信息，
以此奠定了加拿大医疗协同基础［３］；加拿大魁北克

更是用 ９５ 个地方医疗信息网络，将区域医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养老机构连接成为卫生服

务联合体；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４ 年，英国和美国分别启动

了国家标准的全域医疗 ＮＰｆＩＴ 项目和国家健康信息

网 ＮＨＩＮ 项目，全面实现医疗机构之间信息交换和

共享，医疗体系的信息化、电子化和网络化保证了不

同类别的医疗机构之间能够顺利完成分工和协

作［４］；新加坡则重组了医疗服务系统，成立若干个

区域医疗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横向整合和纵向贯

穿的医疗信息共享平台。
上述国内外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的发展思路

与实践方式，可为长三角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提

供经验借鉴。
１．２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建设思路与原则

长三角地缘相近，交通便捷，作为区域医疗的龙

头，上海与长三角各地间的医疗协作日益增多。 截

止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上海北翼的南通已有 ２６ 家县级

以上医院和上海 ６７ 家名院成功跨域协作，在长三角

先行、先试急重症合作救治、慢病管理、异地医保结

算、远程院间诊疗网络搭建，盘活了院间医疗协同发

展的要素。 在长三角区域医疗一体化背景下，以专

科联盟为主的长三角跨域医疗协作模式快速发展。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建设旨在通过多学科诊疗领域的

医疗数据集成、共享，助推长三角跨区域分级诊疗体

系的建设和发展［５］。 据此，构建长三角跨域信息平

台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整合跨域专科联盟医院的临

床诊疗信息，为跨区域协作各方提供基于预约、转
诊、远程会诊、业务培训等平台服务，并在平台服务

流程中实现跨区域医疗信息集成与共享。 跨域信息

平台建设中应遵循实用化、标准化和有助于平台业

务延展的原则。
（１）实用化 。 长三角跨域医疗信息平台依托跨

域专科联盟建立建设，以提供基层医疗接轨上海的

信息支撑为主要目标。 跨域平台模块开发和数据集

成应以跨域协作应用为基础，秉持实用原则。 跨域

平台主要基于专科联盟内异地预约就诊、远程疾病

资料分析与会诊、医学培训以及双向转诊等模块的

整合，集成联盟成员机构现有数据库的关键数据信

息，由医生、医疗机构、监管等部门直接调取使用，以
此解决跨地区就诊和分级诊疗必备的医疗信息传

递。 因此跨域平台定位以实用化为原则，不需要独

立复杂的数据加工。
（２）标准化 。 为实现跨域平台环境内信息的互

操作性，真正实现多部门、多机构和多地区间的医疗

信息共享，跨域医疗平台系统建设必须遵循标准统

一的原则。 首先，包括如疾病诊断编码 ＩＣＤ－１０、手
术编码 ＩＣＤ－９［６］在内的统一的电子病历标准，以及

平台集成数据一致性的行业标准，并应尝试建立区

域性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标准；其次，在平台施工过程

中，要遵照统一代码，统一规范和统一端口的技术标

准，且标准应延续平台拓展的全过程。 其他还包括

信息平台的服务标准和平台信息安全标准。
（３）拓展化 。 虽然跨域医疗平台构架以简便实

用为原则，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步伐加快和区域医

改政策不断落地的情况下，区域医疗协同中医疗数

据资源及其应用范围都存在变化及发展趋势。 因

此，跨域平台建设还需适应持续发展的要求，保留平

台功能的拓展空间，避免平台重复建设。
１．３　 跨域平台总体框架

参考国内外医疗平台的建设思路和跨域平台标

准化、实用化、拓展化的构建原则，平台采用 Ｂ ／ Ｓ（浏
览器 ／服务器）架构，与 ＸＭＬ 数据结构无缝对接［７］。
据此建立跨域医疗信息平台总体框架：借助互联网

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建立联盟中心

机房，开发预约挂号、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医学继续

教育、医疗数据集成等模块，以跨域协作成员原有

ＨＩＳ 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平台将医生、医疗机构、健
康服务人员以及诊疗信息、后台数据库等资源有机

整合和衔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推动形成跨区分级

诊疗格局，提高区域医疗资源的总体效率。 跨域医

疗信息平台的整体框架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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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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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应用

２．１　 跨域医疗信息共享中的应用

跨区域医疗信息平台主要由通讯总线、集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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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模块以及预约挂号、双向转诊、医学培训和远程会

诊等模块构成，通过平台系统的交互，在平台服务中

实现跨区域急重症转诊和慢病管理中的信息共享。
尤其在安全运行基础上，平台可拓展连接长三角居

民健康信息数据库、医疗机构 ＨＩＳ 信息系统、区域影

像、检验等医技共享平台，可逐步实现跨域慢病诊疗

全流程中的医疗信息共享，有助于区域慢性病疾病

谱梳理，制定基于“互联网＋”的区域慢性病临床路

径、慢性病管理方案，为跨区域慢性病同质化诊疗提

供信息支撑。
２．２　 跨区域分级诊疗中的应用

以专科联盟为核心的长三角跨域分级诊疗体系

建设是长三角医疗一体化的重要探索。 基于跨域平

台模块数据的应用和交互，盘活地区间医疗协同服

务的要素。 如远程会诊、医学培训可推动专科联盟

基层医院的专科建设，提升基层承接区域优质医疗

资源的能力；跨区域转诊、远程会诊及预约就诊可使

急重症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简化转诊流程，提高了

救治效率。 依托跨域信息平台，以联盟医疗资源横

向整合为切入点，推动联盟内形成“基层首诊、急慢

分治、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的跨区域分级诊疗格

局。
２．３　 跨域平台应用的意义

跨域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推动专科联盟

内医疗卫生资源加速融合，带动基层医疗体系应对

慢病、区域疾病谱改变和重急症转诊困难带来的冲

击，对夯实长三角基层医疗基石、引领长三角全域更

高水平的医疗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探索

接轨上海的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建设，也是长三角区

域横向整合和纵向贯穿信息网络建设的现实要求。
在国家分级诊疗政策背景下，专科联盟内医疗

机构联合并发挥叠加功能，将示范和带动长三角诊

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动提高长三角区域医疗资

源的利用效率。 跨域平台数据信息的实时共享有助

于推动区域疾病诊疗标准、医疗同质化标准以及医

疗数据归集标准的建立。
３　 跨域信息平台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对策

３．１　 平台发展的主要瓶颈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长三角构建跨域医疗

信息平台提供了保障。 国内医保统筹区内的纵向医

疗信息平台开发利用已进入成熟期，伴随区域医疗

一体化进程，基于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横向资源整

合在加快推进。 与此同时，跨域医疗信息平台也面

临着发展瓶颈，抛开政策和技术因素，主要体现为跨

域医疗信息的安全压力和平台建设缺乏整体标准两

大方面。
（１）跨域平台建设缺乏区域标准体系。 跨域医

疗信息平台建设涵盖了多地、多机构和多业务系统

的数据整合与利用，但在跨域信息平台搭建中仍存

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息标准方面，存在原

有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业标准和互联网信息标准执行

不一致的问题；技术标准方面，各地医院信息系统初

期建设中存在代码、端口规范不统一的问题；服务标

准方面，长三角区域标准的建立也严重滞后。 跨区

域平台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将难以保障在平

台信息共享中形成便利稳定的数据通道，制约跨域

医疗信息平台业务功能拓展和向更高需求层次发

展。
（２）跨域医疗信息安全压力。 作为跨域平台信

息来源及信息交互的主体，目前仍有不少医疗机构

对自身 ＨＩＳ 系统采取物理隔绝的手段来防范风险，
与外部的医疗信息交换更多是基于医疗机构独立的

远程平台。 而跨域医疗信息平台发挥更大的功能，
要求医疗数据更趋开放，如何在保障医疗信息安全

和医院信息网路开放之间找到平衡点，仍然是需要

研究的课题之一。 医疗信息隐私而敏感，在有外部

入侵风险的情况下，跨域平台相关模块的数据安全

也同样得不到充分保障，开发利用更加完善的医疗

信息安全技术手段任重而道远，对跨域平台信息而

言，因涉及层面更多、信息传输量更大，平台面临的

任务将更为艰巨。
３．２　 破解阻碍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建立平台建设的整体标准 。 信息共享，标
准先行，长三角跨域医疗平台的数据采集、存储和上

传由不同地区完成，平台建设遵循统一标准。 总体

而言，长三角医疗事业发展居于全国前列，但同时长

三角地域广袤，各地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平衡。 在跨

域医疗协作构架中，目前医疗数据归集及平台信息

利用的共同标准尚在探索之中。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区域医疗加速融合，探索制定长

三角医疗信息互联互通的区域共同标准变得十分重

要。 应根据长三角区域疾病谱特点，参照医疗行业

标准和互联网信息标准，建立软、硬件一致性的区域

标准，平台应用、数据集成及端口的统一标准，真正

实现长三角多地区、多机构、多部门之间医疗信息的

互联互通。
（２）提升平台安全措施。 和其他公共服务类数

据有较大的区别，医疗数据更具专业性、隐私性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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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 因此，医疗信息平台的维护应共同配置医疗、
网络专业技术人才，以利于保障平台信息的准确性

和安全性。 平台信息跨域传递时，应做好实时软件

监控管理和网络环境优化，切实遵循数据加密原则，
防范患者隐私信息泄露。 在网络平台维护和管理

中，应参照医疗应急方案建立预案，将安全风险管控

落到实处。 在医疗接轨的两地，要加强医务人员及

其他平台操作人员的网络安全教育，严格执行平台

操作流程。
（３）解决平台构建的关键技术。 在跨区域医疗

信息平台搭建和运行中，除了信息安全和信息标准

外，还需要解决跨域平台整合中的关键技术，如：基
于电子病历基础信息的集成技术、长三角区域影像、
区域心电图、区域检验等共享医技数据库的整合技

术、再如跨域医疗平台中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

技术等。 通过这些关键技术的掌握和应用，真正实

现跨域医疗信息平台的数据交互和无缝连接，有效

发挥跨域信息平台在区域分级诊疗中的信息支撑功

能。
４　 结束语

在区域医疗协同发展中，医疗机构间的数据交

换日益增加。 本文讨论了跨域医疗信息交换在长三

角区域医疗协同中的应用以及跨域平台医疗的实现

路径。 在区域医疗一体化政策背景下，跨域医疗信

息数据共享利用已成为趋势。 真实面对平台系统互

操作性以及 ５Ｇ 应用场景下未来智慧医疗的发展，
跨域医疗平台虽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已向人们

展现了极其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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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 ｉｏｔ 交通标识牌管理系统中，通过导入文件的

方式把标识牌数据导入到系统中。

图 ３　 系统管理软件界面

Ｆｉｇ． 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同步标识牌”界面用于与终端系统进行数据

的同步，点击同步按键，数据将通过网络从终端系统

中发送，管理软件进行存储，同步成功，数据就保存

在 ＰＣ 端管理软件数据库中，供系统调用。
“浏览标识牌”界面用于对道路的标识牌进行

浏览，可以修改，同时可根据关键字进行查询。
４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基于物联网的交通标识牌管理系统

的技术路线及实现过程，是一套完整的道路交通标

识牌物联网应用项目，涉及 ＲＦＩＤ 无线射频技术应

用开发，嵌入式 Ｌｉｎｕｘ 系统应用程序编写，ＢＳ 系统

架构、Ｊａｖａ ＋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ｅ 技术框架，具有一定的开发难

度。 该系统可为未来无人驾驶、车联网的发展提供

数据辅助，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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