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G 作为一种移动通信技术，如何发挥它在“移动”状
态下的高带宽数据传输优势？ 我市多家医院有关人士认
为，除了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 5G 带来的医疗便利
外，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也要加入 5G 网络。

“我们通过 5G 网络，实现了患者还在救护车上，其病
情数据就已传到了医院。 ”市中心医院宣传科工作人员贾
一佳介绍，市中心医院现已实施“5G+”院前急救项目，通
过 5G 网络，将急救车内的音视频数据、患者电子病历、患
者生命体征等信息实时发送至远程医疗服务平台， 并同
步给指挥中心及远端医院，让后台的医生通过 5G 网络实
时对急救现场进行远程救治指导， 为突发性疾病患者赢
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尹雪风说：“市中医院将进一步深化 5G 信息化建设，
强化互联网会诊机制，让科室间、医院间的远程会诊实现
随时随地开展。 我们还将实现就诊群众诊疗信息及健康
档案信息的实时调阅， 让医生在家中也能随时查看患者

的检验报告。 ”
市第六人民医院信息科科长冯文博介绍， 市第六人

民医院计划引入 5G 医疗手持终端，将其应用到患者救治
流程中。 “为确保救治流程的准确，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
的同时，要在系统中输入患者的相关信息，与标准操作流
程对照，十分麻烦。 ”冯文博说，“手持终端可实时记录患
者的信息和医护人员的每一步操作， 自动为医护人员的
救治工作进行指导，让医护人员能够全力救治患者，保障
患者的生命安全。 ”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广泛应用 5G、物联网等
新兴网络技术支撑我市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是当
前我市医疗卫生机构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下一
步，市卫健委将持续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加快建设区域互
联网医院，提升我市医疗机构诊疗辅助、远程会诊、健康
管理服务能力，以“互联网+”医疗服务保障全市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 ③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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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医疗赋能大众健康
□记者 郑伟元 文/图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互联网+”医
疗体系建设，以信息化为重要载体，提升
群众医疗健康服务体验。 1 月 19 日，记者
走进我市多家医院， 探访医疗服务全业
务流程是如何向移动互联网延伸， 并以
5G 网络为载体开展精准便民服务、 推动
医疗资源下沉的。

家中预约
护理服务送上门

“叮咚！ 叮咚！ ”1 月 19 日一早，市妇
幼保健院网约护理服务平台接到了新订

单———家住中心城区庆丰路观澜国际小

区的刘女士正处于早孕期， 因体内孕酮
激素水平较低在家卧床休息的她， 预约
了黄体酮上门注射服务。

接到订单后，市妇幼保健院网约护理
服务部护士长吴攸立刻与同事准备药品，
携带护理治疗箱赶往刘女士家中。 距刘
女士下单不过半小时，吴攸就为她完成了
黄体酮注射。 “你们太迅速了，有了这项
服务，我不用往医院跑了，方便不少。 点
点手机，护士就能到家里来服务，这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 ”刘女士开心地说。

“网约护理服务开展一年多来，我们
已经服务群众近 800 人次。 除孕产妇之
外，新生儿、老年卧床患者也在我们的服
务范围内。 ”吴攸介绍，市妇幼保健院“网
约护士” 目前有 60 余人， 分布在各个科
室，拥有不同的护理专业特长，可为不同
年龄、患不同疾病的人群提供上门服务。

除市妇幼保健院外，市第六人民医院
的网约护理服务也在如火如荼开展中 。
“我们不只服务中心城区，沈丘县、商水县
我们都去过。 从前台预约，到电话预约，
再到微信群预约、小程序预约，互联网让
群众就医越来越方便。 ”市第六人民医院
特需病房护士长赵爽爽介绍 ， 该院自
2018 年开展上门护理服务以来， 已服务
群众 2700 余人次。

“互联网拉近了我们与患者之间的距
离，患者不用出家门，我们在医院就能实
时了解他们的病情。 2024 年，我们还将开
通线上咨询服务，为患者提供远程健康指
导，通过 5G 网络，把医疗服务送到患者
家中。 ”赵爽爽说。

线上随访复诊 患者养病“一点通”
刚步入 2024 年，市中心医院就传来喜讯———该院胸

痛中心 2023 年度 ACS 患者随访工作继 2022 年度在中
国胸痛中心总部发布的年度优秀随访医院榜单中获得第

一名后，再次获得第一名。
“随访工作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互联网的作用功不

可没。 ”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随访团队负责人王娜说，早
期的胸痛患者随访工作由该院各个心血管内科分别负

责，存在随访率较低、失访率较高的情况。如今，市中心医
院将该院胸痛患者随访工作统一整合至专门成立的胸痛

中心随访部门，医生使用“胸痛随访”小程序，对逾期未进
行随访的患者即时随访，大大降低了失访率。

“不仅如此，我们还将患者统一纳入微信群管理，专
科医生在群里随时解答患者及其家属提出的有关疾病及

复诊的相关问题，让患者通过手机学会养病‘高招’。 ”王
娜介绍，目前，市中心医院对出院患者的随访无一遗漏。
2024 年， 该院胸痛中心随访团队将依托互联网技术，建
立胸痛院前急救、 院中救治、 院外随访的全流程管理模
式，实现对患者长期、全方位的管理。

除疾病随访外，慢病复诊业务也来到了线上。 1月 19
日下午，患者张大爷在市中医院脑病科“发愁”———他患有

脑中风后遗症，需要定期复诊，可他准备去外地和孩子一
起过年，在外地找不到经常为自己看病的医生怎么办？ “您
别急，看，我就在您手机里呢。 ”接诊张大爷的医生王俊峰
帮他在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互联网医院，并指着自
己的头像说，“您到时候点一下，我就能为您看病啦。 ”

“目前，线下患者的就诊记录、病情发展、检查结果、
开具药品等信息均已与互联网医院实现同步， 患者复诊
不用再往医院跑了。 ”市中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尹雪风介
绍，该院依托五大中心，积极整合慢病患者信息，由患者
服务部统一安排回访。

“患者找不到之前为自己看病的医生也没关系，只需
在公众号留言，我们就会根据他的信息，为其匹配相应医
生。 ”尹雪风说，下一步，市中医院将利用 5G 网络，建设
完整高效的智慧医疗生态系统，通过诊后随访系统、慢性
病管理系统，发挥中医治慢病的独特优势，为患者提供省
心、快速、优质的医疗服务。

用 5G 网络实现全方位互通

护理人员到患者家中提供医疗服务。

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随访。

市中医院医生与县级中医院医生进行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