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医疗” 
开启社区卫生服务新模式 

  合肥市蜀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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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是新

医改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 

• 蜀山区积极应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优势，探

索服务新模式，“对上，连接上级

医院，拓展诊疗能力；对下，连接

家庭医生，延伸服务能力”，最终达到

“让信息多流动，让患者少跑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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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蜀山区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区西南部，是四个中心城区之一，

辖3个镇、8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实际管辖面积316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79.85万人。全区现有镇卫生院2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8所、村卫生室12所、社区卫生服务站17所。 

魅 力 蜀 山 · 首 创 之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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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 

“全国百强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称号 

六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获“全国优质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称号 

两所卫生院获 

“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

生院”称号 

“于大勇家庭医生团队” 

被国家卫计委授予 

2017年“优秀家庭医生团队” 

健 康 蜀 山 · 和 谐 计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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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105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省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胸科医院 

辖区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分别与上级医院建

立城市联合体，完善分

工协作机制，通过选派

进修、专家轮岗、开展

远程诊疗等多种形式，

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辖区内医疗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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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通过手机APP或微信即可实现预约挂号、诊间支付、费用查询、检验报告查询等功能。 

蜀山区本着“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注重实效”的建设原则，

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安排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自2011年8月以来，先后投入资

金700余万元，进行信息化基础设施和软硬件系统建设，基层信息化管理水平和服

务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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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做法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

出。 

      强调把以基层为重点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要实现“上

下联、信息通”。 

——2017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全国基层卫生工

作会》发表讲话。 

    要求各地要主动顺应信息技术应用发展新形势，助推建立

优质高效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新体系。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 

 

    蜀山区以大数据为引领，抢抓机遇，立足“大数

据+医疗”建设，在诊疗体系建设、“智慧医疗”建

设等方面积极探索，统筹推进智慧医疗基层卫生信息化建

设，全面提升基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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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医疗，引领社区医疗新方式 

搭建“指尖医生”服务平台，居

民通过扫描平台微信公众号，选择服

务项目，在线与专属医生进行沟通，

轻松实现健康自我管理； 

医生通过在线回复，实时掌握居

民的健康状况，进行个性化管理； 

同时借助平台定期向居民发送健

康教育内容，开通互联网绿色转诊通

道，为居民诊疗提供极大便利。 

此项举措被国家、省市级媒体刊

登。 ——2017年5月9日，李国英省长来中心调研 

——新华网报道 

——人民网报道 

——合肥晚报报道 

“指尖医生” 

下班不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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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档案“一键”查询 

在全省率先实现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开放，

通过专项微信公众号，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并完成实名“签约认证”，手指点一点就能可以查阅个人电子

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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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率 
75.1% 

健康管理率 
82.8% 

已纳入健康管理服务 

7.23万人 

家庭医生签约 

7.23万人 

蜀山区65周岁及以上 

老年居民8.74万人 

医养结合“双线”服务惠民生 

 发挥“互联网+”优势，逐步建立老年人养老信息、健康

信息数据库，为全面精准了解老年人、服务老年人提供

“线上”数据支撑； 

 借助家庭医生服务平台，通过远程医疗服务、上门零距

离服务等，彻底打通“线下”健康医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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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微”服务，开发适宜的微信小

程序，构建微服务框架，将家庭医生线上

签约、医联体专家预约坐诊、健康

知识互动问答、微视频、微直播等纳

入便民服务菜单，多元化的满足群众健康需

求。 

2018年2月，我局与合肥市电视台合作，通过

微信公众号开展“把健康带回家”主题活

动直播，采用双舞台自由切换+实时评论的观看模

式，实行空间虚实对接、健康信息辐射扩散，吸引

近3.7万人次线上观看。 

微信健康菜单提供“口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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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门诊逐步实现数字化 

依托省医疗便民服务平台，率先开展预防接种网络预约和接种信息查询

服务，将儿童预防接种证信息与预检、候诊、登记、接

种、留观等接种流程融为一体，通过语音呼叫、LED液晶屏、信息告知等

方式，引导儿童家长完成预防接种。 

目前全区已有12家单位完成了数字化门诊建设，已逐步试行电子门诊预检登记和知

情告知，实现无纸化办公，计划至2018年底，16家门诊全部实现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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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服务券开启电子化兑付 

     妇保、儿保医生为辖区孕产

妇和0—6岁儿童按照第三版《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开展服

务后，将体检信息录入到“妇幼卫

生信息平台”中，平台自动进行服

务卷兑换统计，使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妇幼保健项目工作进一步规范，

加强资金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妇幼卫生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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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能+服务，构建社区智慧医疗新模块 

智能平台为居民“监护”健康 

 针对慢性病患者，通过标准化的穿

戴设备，如新型的血压仪，居民在家中

自行测量血压，通过AI智能管理技

术将数据实时上传，异常值直接预警到

家庭医生手机或智能平台上，实现24

小时全天候监测。 

今年春节期间，央视新闻直播间对我区这

一智能化手段进行了专题报道，“蜀山模

式”唱响了家庭医生签约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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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语音小助手“上线” 

（全区语音随访大数据） （患者健康评估预警） （患者血压动态管理） 

  携手科大讯飞公司联合开发“家庭医生

语音小助手”，通过智能语音随访系统，为

居民需求提供预约体检、慢性病随访、健康指导

等服务，省去人工一个一个打电话的繁琐步骤，

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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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冷链监控无“缝隙” 

2）一旦出现温度异常，将及时向预防

接种单位分管领导和冷链管理人员及进行

双报警。 

3）配备具有实时监控温湿度和GPRS定位

的功能的应急疫苗运输冷藏箱,在疫苗冷链车

出现故障或配送能力不足时应急使用。 

1）24小时无间断对冷链设备进

行温度监测、登记，并自动将数据

传输网络监测平台。 

冰
箱
温
度
监
控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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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健康云平台助力远程医疗 

依托健康小屋，设立家庭医生

工作室，逐年投入200万元为基层

卫生机构配备远程视频、DR、动

态心电图等设备，通过VR健康云

平台邀请三甲医院专家实时远程

会诊，将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到基

层卫生机构，既解决了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又解决了分

级诊疗难的问题。 

健康
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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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扫一扫”成“标配” 

 

初步构筑覆盖基层诊疗全过程的智慧支付体系，实现移动支付在本医疗卫生机构各类支付场景（门诊预约、门诊

缴费、检查检验费用结算、住院费用结算、住院押金缴纳等）的应用，减少患者、家属携带现金就医，医院找补零钱

等麻烦。 

智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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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数据采集智能化 

  家庭医生骑上电动车、

拎着健康一体机来到签约居

民家中，刷下身份证便可以

自动生成居民个人信息，体

检数值实时上传到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系统内，

方便家庭医生进行查看和管

理。此举进一步规范了签约

流程，使医生与签约患者沟

通的时间有了保证，服务内

涵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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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平台，开启社区卫生服务新“慧眼” 

我区在全省率先成立社区妇

幼保健医联体，牵手省妇幼保

健院等专科医院，构建创新城

市医联体紧密型合作框架，通

过医疗大数据分析妊娠高

血压、糖尿病等发病原因、预

防手段等，为社区卫生服务找

准方向，逐步实现“治病诊疗”

到“预防保健”、“家庭式诊

疗”到“医院式服务”的双向

升级，推进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落实。 

“治病诊疗”→“预防保健” 

“家庭式诊疗”→“医院式

服务” 

医联体 

紧密型合作

框架 

社区 

专科医院 

城市医联体助力社区卫生服务再迈新台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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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台数据分析，自动预警“挂网药

品”采购比例，引导国家基本药物、省补药品、

低价药的使用比例。 

药品采购监管平台为平价药保驾护航 

通过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监管平台开展网上药品集中

采购，实时监控药品的配送率和入库率，从源头上

确保社区“药品零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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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重顶层设计，完善标准规范 

    根据省市卫生计生委工作部署，我局全力推

进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印发了《“十三

五”蜀山区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

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统一部

署，强化统一标准、互联互通、共享数据资源，

以用促建，加快建设全民健康信息系统建设，为

信息化建设规范有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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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系统应用水平不断提升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基层
信息化建设快速推进，临
床医疗服务信息化建设水
平不断提高。 

药械采购综合平台基本满
足药品耗材招标、交易和
监管等业务需求。 
 

涵盖计划免疫、妇幼保健、传
染病、重点疾病管理等公共卫
生信息系统，初步实现了公共
卫生业务数据互联互通。 
 

卫生计生统计直报系统不
断完善，实现了对全区卫
生资源和服务的有效监管。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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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业务协同，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整合、放大、下沉，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引导分流病人就

诊，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看病不方便”的问题，

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动态更新完善

居民健康档案，老百姓可以查询了解自己的

健康信息，增强全体居民的健康意识，

提升健康素养。 

（三）信息化创新服务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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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互联互通是“焦点” 
    制定符合实际的中长期信息化建设规划，明确各阶段信息化建设的目标，落实信息化建

设的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逐步实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药品管理、综合管理等应用系统

业务协同、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 提升群众满意是“目标” 

    顺应新时代信息化发展趋势，拓展

满足服务群众健康需要的社区卫生服务

功能，通过医联体建立线上双向转诊、

预约挂专家号、实时挂医院普通号、社

区打印化验单信息，方便群众就诊，提

升群众满意度。 

• 健康数据运用是“关键” 

    成立区级健康信息数据中心，以居民健康

卡为契机，强化大数据运用，按上级社区卫生

信息化建设要求，建立标准化的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和电子病历，并通过对社区常见病、慢性

病的主要诊断指标的动态监测和智能分析，为

健康管理部门提供疾病预警和疾病发展趋势的

视图。 

四、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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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医疗 

互联网 
+ 

信息 
化 

     我们要紧跟新时代发展潮流，创

新、发展、前进，让基

层卫生服务“一网打尽”，让人民群众在共

享基层卫生信息化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

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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