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掘信息化潜力
发挥大数据优势

济南市中心医院信息化建设助力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济南市中心医院迅
速完善发热门诊防控
流程，做好院内疫情防
控。与此同时，作为最
大的三级甲等医院，无
论是发热门诊还是急
诊、普通门诊、病房工
作，都在紧张忙碌又有
条不紊地进行，患者就
诊依然坚守“365天24小
时”畅通无阻，大批急
诊、重症患者得到快
速、及时救治。

而在医疗信息化
的今天，各项医疗工作
的快速、顺畅，均基于
强大的信息化建设作
为保障。在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医院医
学信息部发掘信息化
潜力，发挥大数据优
势，确保各项防控、救
治工作的开展。

济南首家上线
“发热门诊咨询”

“感觉体温偏高，但我没去过
湖北，也没接触过湖北来的人，昨
天用耳温枪测了体温37 . 1，今天
用水银体温计测了36 . 9，我要不
要到医院去看看，体温偏高3天
了，嗓子里有痰，又上不来，在家
里很纠结！”这位咨询者是一名30
岁左右的女性，在济南市中心医
院互联网医院发热咨询门诊的平
台上，与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王欣进行交流，说话中掩饰
不住的恐惧和焦虑。

仔细听过咨询者的描述后，
王欣仔细询问病史，确认她没有鼻
塞、打喷嚏、流鼻涕、咳嗽、肌肉酸
痛、头痛等症状后，给出了三个详
细建议，女子听后终于如释重负。

根据疫情发展需求，1月25日，
济南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
开通“发热咨询门诊”，成为济南首
家上线发热在线咨询的医院。

“这是非常时期的一项非常
举措。”医学信息部部长俞淑文
说，医院充分利用此前所取得的
互联网医院资质，获批上线发热
咨询门诊，为患者提供专业咨询。
在疫情当下，线上咨询不仅能缓
解很多市民的焦虑情绪，也能为
发热门诊分流一部分轻症患者。

“发热患者直接通过济南市
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微信小程
序，就可以与医生进行实时在线
问诊咨询，享受与发热门诊同等
的诊疗咨询服务，获得专业的建
议。有效缓解了市民的焦虑情绪，
减少聚集，减少了交叉感染的可
能性。”俞淑文表示，仅在上线首
日，网上“发热咨询门诊”咨询人
数就达124人。

确保信息统计精准快速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传染
病，医院需要上报发热患者的准
确信息，这些数据对于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的溯源，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根据有关规定，体温超过
37 . 3℃的患者，在疫情防控期间
都需要到专门的发热门诊，我们
需要详细采集发热患者的就诊信
息，然后分类上报。”济南市中心医
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张淑红说，疫
情防控期间最忙的时候，发热门诊
一天有超过两百名患者就诊，如果
没有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撑，仅患者
的资料整理、分析，就将消耗医护
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济南市中心医院做好相关准
备，将医护人员从海量数据统计
的繁重中解放出来。

在医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设立独立发热门诊之初，疫情防
控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院
长苏国海就要求：必须第一优先
满足疫情相关方面的工作需求，
尽快开发完成数据上报信息功
能模块。

“我们立即部署软件开发工
作，不仅要满足统计功能要求，还
要最大程度减少医护人员的信息
汇总工作。在完成HIS系统对接
的同时，充分利用系统内已有的
信息，进行自动获取，没有的信
息，尽量采用点选的功能，减少医
护人员的录入量。”

俞淑文说，疫情当前，时间就
是生命。在1月30日下午拿到第一
版的上报表格后，计算机中心加班
加点，仅用两天时间，即完成程序
开发工作，第三天已经顺利通过临
床测试，并进行程序更新下发。

“按规定22项上报的内容，其
中10项可从HIS中自动获取，9项
采用鼠标点选的方式，只有3项
(体温、发病日期、聚集性发病人

数)需要录入。”俞淑文说，为了方
便查看，信息数据上报模块的表
格更符合临床阅读习惯，同时增
加备注栏，后台自动记录登记时
间和登记人。

这样一来，在发热门诊的预
检分诊台，护士只需要轻轻点几
下鼠标和键盘，就能记录下包括
姓名、身份证号、年龄、性别、现住
址、联系方式、来院方式、患者来
源，以及是否湖北武汉来济，是否
接触湖北武汉人员和体温等关键
信息。

程序上线后，发热门诊和急
诊部的工作人员均表示，整个系
统操作简单，数据及时准确，很好
地满足了上报要求和管理要求，
大大降低了医务人员统计上报的
工作强度，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治
疗和照顾病患。

全力构建
防控前沿高效沟通平台

疫情防控，刻不容缓。济南市
中心医院党委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防疫要求，迅速行动科学部署。

凭借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技术
优势，快速搭建起留观病房的信息
网络系统，提供畅通的通讯保障，
并筑起牢不可破的安全防火墙。

在最短的时间内，医院腾空8
号楼八个病区，医学信息部充分
提供“软硬件”保障。“我们趁着病
区消毒的空，紧急调整病房电脑
网络信息系统。”俞淑文说，共完
成配置交换机30余次，调整计算
机终端40余台，为病区早日投入
使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留观病房属于特殊区域，医
护人员进入和离开，都需要严格
的三级防护。医护人员在留观区
域对患者进行治疗，怎样才能及
时将患者的病情及时传递给专家
组？遇到复杂病例，如何完成远程
会诊等业务？

这些问题，都被事先充分考
虑到，并第一时间解决。

“医护人员在留观病中戴着
面罩、戴着两层橡胶手套，书写病
例极不方便，使用键盘录入也不
方便，特别是需要与外面的专家
组联系、会诊的时候，更需要快
捷、简便的沟通。”俞淑文说，在这
种情况下，院党委确定了创新诊
疗模式、辅助疫情研判、提升服务
效率的信息化保障方案，为发热

门诊、感染疾病科、留观病房、儿
科急诊等重点门急诊和临床一线
科室，配置平板电脑2台，值班手
机12部，WIFI无线网络设备3部，
及时覆盖了无线网络，隔离病区
中实现了无纸化病情信息传输。

诊间结算
保障“非接触式”服务

发热患者经过预检分诊人员
的信息采集，进入诊室，直接在医
生工作站，就能一站式完成挂号、
就诊、处方医嘱、审核、缴费等多
项操作，避免了传统就诊模式下
的到挂号、缴费窗口的次数，减少
了感染几率。

医学信息部副部长张克新介
绍，这也是充分发挥医院“诊间结
算”的系统优势，对信息系统进行
了改造和优化，让发热患者所有
的就诊需求在限定区域内完成，
最大限度缩小发热患者活动区
域，减少接触、感染几率。

据了解，2018年11月13日，济
南市中心医院在省内率先实现门
诊全面推行“诊间结算”，“一次看
病，多次排队缴费”成为历史，医
学信息化建设让患者在就诊过程
中体验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疫期防控期间，医院还及时
升级原有系统，利用信息平台实
现无接触部门协同办公。医学信
息部充分利用钉钉办公平台金牌
团队开展防疫培训，由过去在会
议室聚集开会改为通过钉钉会议
实时直播的方式，全院近3000名
职工同时在网上收看院领导部署
防疫工作。

疫情大数据信息上报，事关
疫情防控大局。为建立高效的大
数据上报通道，给各级主管部门
提供准确详实的数据，医学信息
部工程技术人员24小时持续加班
开发数据上报模块，完成了信息
系统升级。为保证系统的正常运
行，工程技术人员随叫随到，及时
为一线医护人员数据上报的操作
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医学信息部以“防
攻击、防病毒、防篡改、防瘫痪、防
泄密”为重点，保障数据使用安
全，保护患者隐私，防范网络安全
突发事件。疫情期间，计算机中心
定期进行网络安全巡检，并及时
与网络安全相关部门沟通，未发
生任何网络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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