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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模式构建探讨

简雪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 现阶段经济大数据时代得益快速崛起，互联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互联网与各项产业的有效融合力求达到 １＋１＞２
的效果，当然，这在医疗健康行业也不例外。 医疗健康行业得益快速生长，网络是基础，医疗信息化是保障。 在 ４Ｇ 为背景下

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信息共享未有效达成，这就给未来的 ５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亟待

打破现有的限制，更加全面的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缓解诊疗看病难题，提升人民康健水准。 本文通过分析 ４Ｇ 条件下“互联

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的现状，为提升医疗信息共享的速率，利用 ５Ｇ 对“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进行模式构建，希望有

助于健康老龄化的发展和助力健康中国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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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互联网＋”是创新 ２．０ 下的互联网发展的新业

态，其精神的核心是“资源优化、提升效率”，秉承着

开放、平等、创新、分享、免费的理念。 随着宏观发展

形势的转变，将来经济发展将逐渐由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快速发展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内涵式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及康健情况成为国家和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 在这一大趋势下，“互联网＋医疗健康”
应运而生。

随着智慧城市的不断发展，智慧健康是其中重

要的一部分，要求全民智慧健康的实现，需要打造智

慧医疗，促进全面的信息共享，在 ４Ｇ 背景下已经无

法高效率的满足这一迫切需要。 因此，将来需要

“互联网＋医疗健康”不断革新，打造系统的医疗信

息化建设，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５Ｇ 的出现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５Ｇ 具备大流量、大带宽、大连

接、低时延的优势，这几大属性刚好适合了将来医疗

的需求。 ５Ｇ 时代，４Ｋ、８Ｋ 的高清流转，医疗信息资

源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高效流转。 ５Ｇ 背景下“互联

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模式，将进一步推进医疗行

业的不断转型，提高各个级别医院的诊疗水平，力求

促进全民共享智慧医疗。

１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

的意义

　 　 当今人们生活在大数据迸发的时期，但医疗上

“数据孤岛”现象仍在搅扰着我们。 信息孤岛进一

步加深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缓解这一弊



端，医疗信息共享亟待加强。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４ 日工信

部公布 ５Ｇ 商用牌照将于近日发放，中国正式跨入

５Ｇ 时代。 ５Ｇ 运用到医疗领域，将通过医疗数字化

管理升级，达到万物互联互通。 ５Ｇ“互联网＋医疗健

康”信息共享能够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就医流程

变得简单，为患者和医院双方都节约时间。 同时，医
疗资源透明化，保护了医患两边的经济利益，优化就

医诊治环境。 医生能够全面透彻的了解患者的各种

诊疗信息，进一步把医疗质量达到最优化，患者也能

越来越有效的监测到自身的康健状况，对病症的防

范会做的更好，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延年益寿。 ５Ｇ 背

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超清晰的远程

诊治拉近了大夫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使病人在基层

医院也能享受到资深大师的诊疗。
随着 ５Ｇ 技术在医疗领域进行信息交换，将来

更多的人工智能系列产品将进入大众视野并视为生

活必需品，可穿戴设备将快速普及，给人们的生活供

给更多的便利。 在不久的未来，５Ｇ 智慧医疗将在医

疗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大幅拓展医疗健康服务的空

间和内容，促进全新的医护体验，并为医疗领域带来

一场革命，打造一个开放性、整合性、共享性医联体

造福于人民。

２　 “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人民日益增加的诊疗需求和稀缺的优

质医疗资源一直是多年来很难协调的矛盾。 近年

来，在传统医疗信息共享模式的基础上进行纵向深

化和横向拓宽，形成了多形态的医疗服务共享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 互联网、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呈现以及在医疗健康

行业的运用，使得信息共享正向深度发展。 随着

“互联网＋医疗健康”的不断进展，愈来愈多的医院

准备加速施行医院信息化系统（ＨＩＳ）、远程医疗、电
子病历等的整体建设，同时，中国医疗信息共享模式

开始从单个医院管理和临床信息共享，向区域医疗

信息共享模式甚至面向全国范围的个人健康管理信

息共享模式过渡。 目前，我国大部分医院基本上完

成了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化收集和互通。
据前瞻网表明，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我国医院协会信

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医院信息化状况调

查（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并对国内 ４８４ 家诊所进行了

视察。 其中经济发达区域的样本量占 ４０．９１％、经济

中等发达区域占 ２７． ４８％、经济欠发达区域占 ３１．
６１％。 从视察结果得出，已施行电子病历系统的医

院有 １９０ 家，占比为 ３９．２６％，筹备在建的医院占比

为 ２．８９％，而未施行电子病历系统的医院数目有

２８０ 家，占比为 ５７．８５％，显示出中国电子病历普及

程度和使用量都较低。 中国“互联网＋医疗健康”行
业正处在探索期，涉及的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 乡

镇及农村卫生院与三级医院相比信息共享模式建设

相对落后。 同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

信息化差异，使得医院之间，以及医院和其它机构之

间的信息资源都未有效的达到信息的互通共享。
医疗信息化大致要经过三个历程：ＨＩＳ、ＣＩＳ 和

ＧＭＩＳ，经过 １０ 多年的发展，ＨＩＳ 已在我国大部分医

疗机构得到应用。 目前，我国的大型诊所整体上构

建起了成熟的 ＨＩＳ 系统，正处于 ＣＩＳ（临床信息化）
过渡时期。 医疗信息化程度代表着医疗信息共享进

步的快慢，是医院成长的重要标志，顺利的医疗信息

化建设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 因此，要达到全

面的医疗信息化水平，必然要借助 ５Ｇ 合力来推动

医疗信息共享。

３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

的模式构建

３．１　 院外信息共享模式

实现诊疗服务系统全面的信息共享，就必须实

现院外信息共享和院际信息共享。 因为企业、医院

和政府中掌握的数据信息都是不完备的，要达到互

联互通就应该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企业和医

院的信息以及政府和医院的信息通过一个平台媒介

进行系统对接，它们之间通过访问该平台更加快捷

的实现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
院外信息共享是指医院和其它机构相互之间的

数据信息共享。 该模式利用 ５Ｇ 技术把患者的电子

病历通过一卡通传输到医疗云平台，医疗云平台再

把患者的信息传输到大数据共享平台，医院可以在

大数据共享平台上清晰地了解到患者的身体状况来

对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 同时，医院可以通过医疗

机构把医院的信息传输到医疗云平台，医疗云再把

信息传递到大数据共享平台，以便政府和企业清晰

的了解到医院的状况。 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

协调中心把信息传输到大数据共享平台来达到信息

共享。 政府、企业和医院之间通过大数据共享平台

进行数据资料共享和交换，以便政府可以有效的监

管，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和抵制不良行为，同时也便利

了医院的工作进展。
院外信息共享模式，可有效的实现各个机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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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机构之间在大数据共享平

台里都能找到想要的数据信息，给每个机构的工作

提供了便利。 随着诊疗程度的不断提升及各个机构

的不懈努力，用目前的科技解决不了的医疗问题在

未来成为可能，相信很多疾病都能得到根治。

大数据
协调中心

大数据
共享平台

大数据
协调中心

政府

企业

医疗云

一卡通

电子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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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５Ｇ“互联网＋医疗健康”院外信息共享模式构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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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院际信息共享模式

上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相比掌握着优质的人才技

术和医疗设备，为了缓和医疗资源的不均，上级医院

与基层医院之间通过一个媒介进行信息共享交换机

制，对基层医院的信息系统和上级医院的信息系统

进行改建，达到上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双向转诊服

务，一方面为基层群众的就诊和医生的工作提供了

便利，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人们有病就去上级医院就

诊而导致上级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 打造一个“小
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

局。
院际信息共享模式是指医院和医院之间的信息

共享，由此提升就医效率和合理有效的利用有限的

医疗资源。 该模式是利用 ５Ｇ 技术上级医院和基层

医院分别通过医疗云把信息传递到数据库平台，由
此来进行数据对接、信息共享。 当患者就医时，患者

的情况可以通过可穿戴设备传输到数据库平台，首
先通过医疗云传输给基层医院，由基层医院进行接

诊，如果患者的情况在基层医院可以得到有效的解

决，那么就在基层医院治疗。 如果病人在基层医院

诊断不明确，由基层医院的医生通过双向转诊平台

传递到上级医院，上级医院通过远程医疗平台对患

者施行治疗，以便让患者在基层医院也能享受到高

层医院的待遇。

院际信息共享模式，可以提升医院的整体形象，
开源节流，查缺补漏，促进人、财、物的优化配置。 优

化了患者的就医流程和就诊费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医院的经济效益，为医生事务和病人就诊都提供

了便利。

患者可穿戴式设备数据库平台医疗云基层医院

医疗云

高层医院

双向转诊平台 远程医疗平台

图 ２　 ５Ｇ“互联网＋医疗健康”院内信息共享模式构建思路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ａｓ

４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

的难点

４．１　 资金缺口巨大

中国人口稠密，人口老龄化程度愈发加剧，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模式构建规模

巨大。 在医疗信息共享建设方面基本上都是医院自

己筹集资金建设，医疗行业本身就是一个经费回流

慢的产业，它不是一个可以迅速革新的行业，经济效

益较慢。 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医院规模小技术水平

薄弱，医疗收入有限，所以很难在信息共享建设层面

投入大量的资本。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医院来

说，地方财政投入较少，医疗资金本身就紧缺，连维

持医院本身的正常运转都存在问题，根本没有足够

的资金支持医疗信息共享的建设，难以提高信息化

建设的规模。 ５Ｇ“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建设

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建设维护难度大，建设周期

长。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需要

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建设当中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
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信息孤岛现象产生，满足不

了国民与日俱增的诊疗需求。 信息共享建设在 ４ Ｇ
上的投资成本还未全部回收，并且在 ５ Ｇ 盈利模式

尚不明晰等因素的影响下，医疗行业将难以应对 ５Ｇ
网络下医疗信息共享建设运营的巨额资金投入。
４．２　 医疗保险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中国的医疗保险体制适用领域窄，保障

层面低，现行医疗保险制度的参保主体基本上是城

镇职工，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人口占大

部分，真正能享受到医疗保险的人很少。 另外，城镇

居民中的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在校大学生等

很难纳入正常的社会医疗保障范畴内。 并且，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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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难以控制且负担繁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

形势比较严峻。 医疗保险体制不完善，就没有相应

的政策支持和相关的法规保护，难以满足人们多层

次的医疗保障需要，同时也妨碍了我国医疗信息共

享建设的道路。
随着人们的健康照护意识日益加强，对康健水

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愈来愈

高。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险代际转移问题严重，现收

现付制下导致资金入不敷出，资金缺口严重给医改

造成了很大的困境，如果医改不能如期进行，阻碍着

医疗信息化的建设，医疗信息共享就无法有效达成。

５　 对“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的瞻望

近年来随着加快医疗信息共享的呼声日益加

大，医疗技术与诊治服务水平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

台阶，越来越多的医院通过信息共享大幅提升了医

院的服务能力，优化就诊流程，提升就诊效率，从而

让病人减少就诊繁琐的流程。 但是，医疗信息共享

的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造福于人民

的幸福工程，它的发展需要全面系统的资源整合来

一起推动。 未来，在“互联网＋医疗健康”这条道路

上，５Ｇ 技术将推动医疗健康行业的革新，中国移动

提出 ５Ｇ＋（即 ５Ｇ＋ＡＩＣＤＥ）的计划，Ａ 代表人工智能，
Ｉ 代表物联网，Ｃ 代表云计算，Ｄ 代表大数据，Ｅ 代表

边缘计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５Ｇ 和这五大技术的

交融，在医疗行业会兴起一场新兴的革命，真正意义

上达到万物互联。 同时，将来在 ＶＲ 为界面的互联

网 ３．０ 时代，人们通过本能感触直接与虚拟世界交

互共享，人们生活办公在虚拟世界，变得和物理世界

一样自然流畅。 那时候互联网医疗将会给人们带更

多的利益。

６　 结束语

５Ｇ 背景下“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的建

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发展要以互联网为载体，以
信息技术为手段，与医疗卫生事业深度融合。 其的

转型并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完成的，它是一个多领域

投身于其中的，特别是要把互联网新技术融入到医

疗卫生服务的领域里面，这还需要多部门的配合。
“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共享的根本突破在于价值

的回归，要做到这一突破任重而道远，并且随着不停

的升级，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供应链整合型互联网医

院变为行业发展新趋势。 因此，未来这一行业想要

发展好，需要打破信息孤岛壁垒，达到全面系统的信

息共享，凝聚各方的力量和大力创新来真正做到强

医惠民，共促健康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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