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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春节期间，2019 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从武汉蔓延，举国上下众

志成城、疫情防控成为国家头等大事，作为 COVID-19 救

治的定点医院，医疗卫生人员无疑成为这次抗击疫情战役

中的主力军。然而作为医院信息化保障的中坚力量，医院“信

息人”也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战斗中，通过探索实践，充

分发挥信息化技术优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技术保障和服务

支撑，很多探索实践成果效果可观，值得推广。

1  全天候保障信息系统平稳运行，随时完成疫情防控

中的紧急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现场就是战场。疫情爆发正直春节期

间，我院作为 COVID-19 定点救治单位，立即着手启用隔离

病房，同时改扩建负压病房，对发热门诊进行流程改造和设

备更新等等，所有的工作都离不开信息化的配套支持，网络

布线、设备调整、系统安装调测等，每项工作都是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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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助

力疫情防控战役。方法 发挥“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优势，通过开通互联网发热门诊实现居民线上诊疗；利用远程会

诊、视频会诊、视频会议、网上办公等信息化工具，实现无接触诊疗、会议和办公；利用AI影像辅助诊断技术，实现对

COVID-19疑似病例的快速筛查；利用信息化合理管控和调配医疗防护物资；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及时了解和掌握疫情变化

规律，为医院防控管理提供决策支持等等，全方位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效果。结果 信息化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

疗模式、提升服务效率、减低交叉感染风险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需要不断探索和实

施。结论 信息化作为医院提升医疗质量和改善医疗服务的重要工具，在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中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重

要支撑作用，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用，对疫情防控工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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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冲，医院“信息人”完全放弃了春节休

假，用坚守和奉献诠释着责任与担当，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

险，毫不退缩，随时高效完成各项紧急任务，全面保障疫情

防控工作的信息化支持，确保全院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  开通互联网发热咨询门诊，为患者提供线上发热诊

疗服务

医院依托现有的互联网诊疗平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及时开通了“互联网发热咨询门诊”，免费为市民提供发热

咨询和问诊服务。了方便广大市民使用，医院的互联网发

热门诊除在微信公众号提供入口外，还及时接入了“健康

济南”APP、“健康济南共建共享”微信公众号、济南市疫

情防治信息平台、健康山东服务号等互联网平台等多个省

市互联网诊疗服务平台。医生端除在互联网诊室固定坐诊

外，还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接受市民在线视频咨询，更加方

便医生及时接诊。通过线上发热咨询，及时解除患者的紧

张焦虑和恐慌情绪，引导患者根据需要合理有序就医，大

大缓解了线下发热门诊接诊压力，改善了就诊秩序。

3  上线新冠肺炎AI居家自查小工具，为市民提供在

线自助智能鉴别

医院在微信公众号上线“AI 居家自查小程序”，让市

民在线进行 COVID-19 智能鉴别，患者通过自行评估，让

普通感冒发热患者早安心，一旦筛选出 COVID-19 可疑患

者，系统会提示患者尽快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同时，系

统还提供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让市民在线了解疫情防控基

本常识，及时做好相关防控措施，为动员全社会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起到很好的宣教作用。

4  上线“实名制体温录入系统”,实现信息化采集存

储进入医院人员的体温信息

疫情防控期间，为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医院对进出院

区路线进行了重新规划，封堵了部分通道，并在所有通道

入口处设置了体温监测点。为提高效率，实时保存入口人

员信息，以便必要时进行人员追踪，医院上线了“实名制体

温录入系统”，通过多功能读卡器可自动读取身份证、社保

卡、实名制就诊卡、电子健康卡等个人实名证件信息，实现

了信息化采集记录进入医院人员真实身份和体温信息，系

统还可以实时对身份证籍贯，电话号码归属地、体温等信

息异常进行预警，不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交叉

感染风险，也为后期对特定人员进行追溯提供了有力支持。

5  延伸开展互联网远程诊疗服务，解决患者会诊、转

诊难题

作为疫情救治定点医院，为了有效解决医院确诊、疑

似及部分留观患者的远程会诊，尽量减少转诊，医院在原

互联网远程会诊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延伸，在 COVID-19

救治定点院区（传染病医院院区）的医生办公室及隔离病

区都安装了远程会诊终端，并接入全省远程会诊平台，实

现了远程专家、隔离病区医生和患者间的实时音视频交互

和患者信息会诊共享。需要时可以依托省内各 COVID-19

定点救治医院进行远程会诊和诊疗指导，进一步提升了我

院处置疫情能力，也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抗击疫情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大大减少了人员跨区域转移传播的

风险。

6  利用“AI影像人工智能肺炎辅诊系统”，提高新

冠肺炎CT诊断质量和效率

在疫情防控中，CT 影像被证实是筛查新冠肺炎的高效

手段，但常规肺部 CT 扫码，每位患者需要产生约 300 幅

CT 影像，大量的可疑患者 CT 检查，给 CT 影像早期筛查

和诊断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极大影响了诊断工作效率，特

别繁忙时还可能出现漏诊。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和诊断质量，

医院依托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引进了“AI 影像人

工智能新冠肺炎辅诊系统”，对 COVID-19 疑似病例 CT 图

像进行智能辅助筛查，大幅提高了 CT 影像诊断工作效率，

提高了诊断质量，在与疫情赛跑中最大限度争取了时间。

7  利用视频会议、院内视频会诊，减少疫情期间的人

员聚集

医院依托移动公司的“云视讯”平台和移动公司提供

得两套“云视讯”终端，同时将全院员工的手机接入并开

通“云视讯”系统，改变传统的会议和院内会诊形式，每

个科室都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组织召开各种规模的视频会议

和视频会诊，无论你在哪里，只要通过手机接受会议邀请

就可以直接参会 ；依托该系统还可以实现院内科室间各种

形式的多学科视频会诊，不但有效解决了参会人员聚集的

交叉感染风险，还提高了会议会诊的组织效率。该系统也

是对我院 OA 自动化办公、微信企业号办公系统的有效补

充，进一步提升网上办公能力和效率。

8  利用信息化合理管控和调配医疗防护物资

疫情防控期间，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防

护品全国紧缺，科室需求量激增，如何合理调配有限的防

护物资，“把好钢用到刀刃上”，是物资供应部门非常为难

的事情。借助医院信息化，通过对科室人员出勤排班情况，

实际工作量指标（门诊人次、住院人数、手术人次等）情

况进行实施监控分析，同时结合不同科室具体诊疗工作的

院感防护级别差异，确定所需防护用品类别，按照品类合

理确定科室发放计划，从而为物资供应部门合理分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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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物资提供科学指导。

以疫情防控期间医院最为常用和紧缺的医用为外科口

罩为例，按照科室类别分别确定不同的评价分配标准，通

过对相关科室去年同期的日平均评价指标和目前疫情期间

最近一周的相同指标进行对比，再按照疫情期间的防控要

求和库存量情况，合理确定一个“疫情防护系数”（因疫情

期间防护用品实际用量应当大于日常非疫情期间的用量，

该系数表示疫情期间用量和日常用量的比值，系数越大，

防护要求越高，口罩发放量也越大），目前发热门诊和隔

离病房作为疫情防控重点科室，所有防护物资按实际用量

不限量保障供应，其他科室的“防护系数”均按 1.5 计算，

这样就生成了各科室的发放计划报表。详见表 1。
表1 部分门诊与医技科室口罩发放计划表（2.1~2.7）

门诊
科室

2019年
2月份
日均诊
疗人次

(人)

2019年
2月口
罩实际
领用量 

(件)

上周（2.1~2.7）
日均诊疗
人次 (人)

本周2.8~2.14）
口罩计划
发放量(件)

急诊室 170 2200 112 544
口腔科 56 1000 20 134
儿科门诊 139 1200 168 544
检验科 622 600 389 141
超声科 196 1000 118 226
影像科 273 800 176 194

系统计算说明 ：① 为了让统计数据科学合理，去年同

期抽取一个月数据建模计算日均值，当前疫情期间变化大，

取最近一周数据建模计算日均值，并以“周”为单位计算

计划量 ；② 周计划量 = 上周日均诊疗人次 ÷ 去年 2 月日

均诊疗人次 × 去年当月日均用量 ÷4× 防护系数（1.5）。

住院科室则以去年同期当月的日均出院人次和目前疫

情期间最近一周的日均出院人次进行对比，按照同样的方

和相同的“疫情防护系数”，计算出本周各科室口罩发放计

划明细表（表 2）。
表2 部分住院科室口罩发放周计划明细表（2月1日至2月7日）

住院科室
2019年2月份

日均出院
人次 (人)

2019年2月
口罩实际

领用量 (件)

2.1~2.7日
均出院

人次 (人)

2.8~2.14
口罩计划

发放量 (件)
呼吸内一科 9 900 4 150
呼吸内二科 5 1300 6 585
消化内科 4 800 3 225
神经外一科 2 600 2 225
ICU病房 2 3500 2 1313
妇科病房 6 1200 4 300

手术科室则以去年同期当月的日均手术人次和目前疫

情期间最近一周的日均手术人次进行对比，同样计算出本

周各手术科室口罩发放计划明细表 ；行政职能科室直接以

上月考勤人数为标准，按照人均 1.1 的发放标准直接生成

每科普通医用口罩的周领用量明细表。

这样以“周”为单位，全院各科室按照每周动态生成

的防护用品发放计划明细表进行防护物资分配，较好的实

现了疫情期间科学合理调配防护物资的目标。当然对于疫

情期间出现的特殊应急情况，还是要本着安全第一，防控

第一的原则，人性化的加以解决。

9  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为领疫情导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为应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切实为防控工作提供决

策支持，医院的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实时数据查询系统，

报表自动生成系统，大大提升了疫情防控数据收集的精准

性和及时性，有效提高了工作和管理效率 ；大数据技术对

疫情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实时跟踪、动态更新，阶段性汇

总分析，从而有效预测，为院领导和相关科室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持依据。

作为 COVID-19 救治定点医院，门诊最重要的环节就

是发热患者预检分诊和疫病筛查，住院环节主要是患者的

分类收治。为此，我院利用信息系统及时采集相关数据自

动生成日报表。每日对发热门诊诊疗人次、全院诊断发热

症状人次及科室分布等指标进行统计生成医院 COVID-19

疫情门诊日报表（表 3）。同时，每日对收入院留观人数、

实际在院人数，核酸检测的疑似和确诊人数，目前收住能

力（剩余床位数）等数据进行抽取生成医院新冠肺炎隔离

病房（一区）住院情况日报表（表 4）。每周对报表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出现异常数据变化即时分析，医院成立了“疫

情防控指挥部”，建立了微信群，以上日统计报表每天定时

在微信群发布，每周分析报告发送给医院领导，同时还及

时收集同期国家、省、市疫情统计与专业分析报告，一并

发到指挥部微信群，让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主

要是院领导和主要疫情防控科室领导）通过报表和分析报

告，及时了解疫情动态变化情况，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

预警指标，从而有效提供决策支持依据。

表3 医院COVID-19疫情门诊日报表（2.1~2.14）

日期
发热门诊
日就诊量

(人)

全院当日诊
断发热总
人次 (人)

诊断发热病例分布科室 (人)
发热
门诊

儿科
门诊

急诊
科

其他
科室

2020.2.1 319 162 123 25 11 3
2020.2.2 313 152 118 23 7 4
2020.2.3 294 132 98 19 8 7
2020.2.4 253 115 89 17 8 1
2020.2.5 219 105 78 16 7 4
2020.2.6 177 97 69 15 6 7
2020.2.7 207 102 70 16 8 8
第一周累计 1782 865 645 131 55 34
2020.2.8 126 95 87 4 3 1
2020.2.9 93 73 62 8 1 2
2020.2.10 123 69 59 7 1 2
2020.2.11 105 77 63 8 2 4
2020.2.12 107 59 55 3 1 0
2020.2.13 117 42 39 1 1 1
2020.2.14 134 36 33 0 1 2
第二周累计 805 451 398 31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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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展现疫情动态变化情况，根据报

表会自动生成各种指标的折线图、饼状图等直观视图

（图 1~3）。

通过第一周（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的日报表及周统

计分析报告，发现我院 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发热门诊共

接诊 1782 人次，每日就诊量持续下降且下降趋势明显，7

日就诊量有明显回升，是因为我区有很大一部分基层社区

和乡镇卫生院的发热门诊在 6 日的现场检查中不达标，进

行了关停，导致我院就诊量出现明显回升。这种趋势也表

现在了第二周（2 月 8 日至 2 月 14 日）的折线图上（图 1）。

通过对第一周的门诊报表数据进行分析，2 月 1 日至

2 月 7 日，全院诊断出发热症状总计 865 人次，从发热病

人来源分布看，除了发热门诊外，在儿科门诊、急诊等科

室还有部分病例分布。因这些科室的防护级别和诊疗流程

达不到发热门诊的规范要求，可能会增加漏诊及院内交叉

感染风险。根据分析报告，院领导专门召开相关科室专题

会议进行了原因分析和整改部署，强化了防控措施、重点

在预检分诊、人流通道管控、病历书写规范等方面加强管

理。从第二周（2 月 8 日至 2 月 14 日）的统计数据可以看

出整改效果明显，发热门诊检出发热患者的占比从第一周

的 75% 提高到了第二周的 88%，绝大多数发热患者的来源

科室都集中在了发热门诊，详见图 2 与图 3 对比。相关科

室对个别非发热门诊的发热症状患者进行了及时追踪管理，

封堵了漏洞。同时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也保持了小幅平稳

回升。

表4 医院COVID-19疫情住院（一区）日报表（2.1~2.14）

日期

隔离留观人数 
(人)

检查疑似
人数 (人)

确诊人
数 (人) 收治能力

（剩余床位
数）当日

新增
在院
人数

累
计

当
日

累
计

当
日

累
计

2020.2.1 1 8 17 0 0 0 0 8
2020.2.2 4 7 21 0 0 0 0 9
2020.2.3 2 8 23 0 0 0 0 8
2020.2.4 1 7 24 0 0 0 0 9
2020.2.5 4 10 28 0 0 0 0 6
2020.2.6 0 9 28 0 0 0 0 7
2020.2.7 1 9 29 0 0 0 0 7
2020.2.8 6 13 35 0 0 0 0 3
2020.2.9 2 12 37 0 0 0 0 4
2020.2.10 1 13 38 0 0 0 0 3
2020.2.11 1 11 39 0 0 0 0 5
2020.2.12 1 8 40 0 0 0 0 8
2020.2.13 2 7 42 0 0 0 0 9
2020.2.14 1 4 43 0 0 0 0 12

从统计报表可以看出，我院 2 月 1 日至 2 月 14 日累计

收治隔离患者 43 人次，没有发现疑似和确诊病例，住院患

者主要是临床疑似隔离观察待核酸检测确诊患者。随着在

院患者连续 2 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解除住院隔离，同时每

天新收入数例隔离观察待查患者，病床基本处于比较平稳

的快速周转状态，保持着一定的持续收治能力（图 4）。根

据这种状况，医院准备了第二隔离收治病区预案，建立了

预备医护队伍并处于待命状态，一旦疫情发展随时开放扩

充收治能力。

10  充分发挥医院强有力的自助服务优势，不断完善

自助服务功能

医院功能完备、方便快捷的自助服务在本次疫情防控

中凸显了优势，遍布全院的多功能自助设备，早已完全取

代了传统的窗口服务模式，“自助挂号，自助缴费，自助退费，

自助查询，自助打印化验、超声、病理、心电等各种检查、

检验报告，自助打印影像胶片，自助打印电子病历”等等，

这些功能都可以在手机或院内自助机上自助完成。春节前

医院还专门开通了“刷脸支付”、全面推行了电子健康卡（二

维码），实现了无卡就诊、脱卡支付新模式，这些自助服务

不但有效缓解了人员排队聚集，更大大降低了交叉感染风

险，有效支撑了疫情防控。

11  总结与讨论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不同岗位有不同岗位的职责和

担当。医院的“信息人”虽不能像那些“白衣天使”们一

样战斗在疫情第一线，但充分利用好信息化的“智能武器”，

图1 发热门诊日就诊量和全院诊断发热症状
人数趋势图（2.1~2.14）

图2 全院诊断发热人员就诊科室分布图对比（2.1~2.14）

图3 隔离病房（一区）使用情况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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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发挥出独特作用。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全领域的广泛应用，信息化在优化就医环境，提高诊疗

质量和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等方面都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信息化已经成为医院持续发

展和不断提升医院综合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我院多

年来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信息化建设成果已经走在了全

省的前列，合理利用好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果，在实际工作

中不断发现和发挥好信息化的作用，提高信息系统的使用

率和使用效果，随时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开发完善医院信息

系统，让信息化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让信息化这

个智慧工具真正为我所用，造福人民，让我们这些医院的“信

息人”也在轻松驾驭信息化服务医患的同时，与医院共成长，

共辉煌。

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期，国家卫健委也下发了一些

列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 COVID-19 防控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疫情当前，时不我待，医院“信息人”要在疫情防控的幕

后执着探索，开拓创新，默默奉献，切实利用好我们的优势，

积极探索更多更务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提升医院信息化为

疫情防控服务的能力。让信息化打通一条条连通医患的信

息“高速路”，架起一座座直抵医患心底的“连心桥”，让

信息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更多的“锦囊妙计”，真

正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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