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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智慧医院的区域性产科医联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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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互联网+"已经成为各个行业进行创新和转型的重要手段。

医疗行业也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巨

大潜力。本文基于“互联网+”智慧医院的发展，着重分析了构建智慧型产科医联体的理论意义及其运行机

制，在区域性产科医联体建设下提出了相关发展建议与应用案例，以期为区域性产科医联体的建设提供相

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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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bstetrical medical union based on "Internet +" smart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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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ternet +"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e medical industry is also gradually 
realizing the great potenti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realizing the 
sharing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smart hospital,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building intelligent obstetrical medical un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application 
case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bstetrical medical un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levant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bstetrical medical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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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医疗行业

转型升级，对区域医联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为实现医疗资源有效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医

疗健康需求提供了条件[1]。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信息

化手段，智慧医院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的医疗服务方式，深刻改变了传统医院的运行模式

和患者就诊体验。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患者和医务

人员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在逐渐提升，因此构建

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医院已经成为当今医疗领域

的重要任务之一。构建区域性产科医联体是在智慧

医院模式下的一个重要举措。背景上看，传统医院

之间的信息隔离和距离限制不仅给产科医疗合作带

来困扰，也限制了区域范围内优质资源的充分整合

和利用。面对这些挑战，构建区域性产科医联体可

以打破地域边界，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从而为妇幼健康提供更加全面和便捷的服务。从目

标上看，构建区域性产科医联体旨在建立一个集结

各级医疗机构、专家学者、科研力量和信息化技术

的协同平台。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升服务

质量，在产科领域推动多中心合作，实现全程闭环

管理，促进高风险孕产妇及新生儿的远程监测和跨

机构转诊，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个性化、更连续

的产科医疗服务。 
1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的定义与目标 
1.1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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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联体建设是区域内县级医院、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三级卫生诊疗资源整合，

通过引导患者分层有序就医，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

均衡和优化的配置[2]。而区域性产科医联体是一个

跨机构的合作组织，由不同级别的医院、社区医疗

机构、孕产妇保健机构、专科诊所等组成。通过共

享资源、信息和知识，以及建立协作机制，从而提

高产科护理的效率和质量。这种联合模式旨在整合

区域内的产科资源，使之能够更好地满足孕妇和新

生儿的健康需求。 
1.2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的目标 
（1）提供综合护理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的目标是为孕妇和新生儿提

供全方位、连续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护理。通过

资源整合，有助于确保孕妇和新生儿获得一流的医

疗服务，并降低不必要的转诊和治疗延误的风险。 
（2）实现协同工作 
通过加强不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区域性

产科医联体促进专业医护人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信

息流动。这样，不同机构可以共同制定协作方案、

标准化护理流程，并进行有效的团队合作，以提供

卓越的产科护理服务。 
（3）提高技术水平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致力于促进医疗技术的共享

和交流，推动新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实践应用于产科

领域。通过培训和学术交流，医生和专业人员可以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从而提高整个联

体的产科医疗水平。 
（4）高效利用资源 
区域性产科医联体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

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确保资源的合理调配和

充分利用，既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连续性，

又可以降低整体成本和患者负担。 
2 构建智慧型产科医联体的理论意义及其运行机

制 
2.1 互联网+智慧医院对产科医联体建设的理论意

义 
在产科医联体中引入互联网+智慧医院的概念

和技术能够提高医疗资源的共享和整合、提升妇幼

保健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以及优化分级诊疗模式。从

提高医疗资源的共享和整合来看，互联网+智慧医院

可以通过运用信息化技术实现不同单位之间医疗资

源的共享和整合。在产科医联体中，各个医疗机构

之间可以通过共享设备、医疗数据和专业知识，实

现优势互补，提升整体的医疗水平和质量；从提升

妇幼保健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来看，通过移动互联网

技术，在线预约挂号、远程咨询，以及在线支付等

功能能够让孕妇和新生儿的家长更加便捷地获得就

医服务。同时，通过智能化的监测设备，可以实时

追踪胎儿的健康状况，并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问

题。如无锡市人民医院医联体，为促进医联体更好

发展，无锡市人民医院医联体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

口，利用物联网技术，以自有的信息管理系统为基

础，开通医联体智能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区域

医联体单位间信息管理系统互联互通，进一步推进

双向转诊、远程会诊，实现资源共享[3]。 
2.2 智慧型产科医联体的运行机制 
智慧型产科医联体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产科医

联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和运行方式、管理机制。首先，

产科医联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由医疗单位、技术

支持以及数据共享三方面组成。医疗单位包括期、

县、乡镇级别的医院、妇幼保健院等，提供产科医

疗服务。这些医疗单位需要具备一定的设备和人力

资源，在产科医联体中承担具体治疗任务。技术支

持指包括专家团队、技术团队、信息系统团队等在

内的多学科人员的支持[4]。这些技术支持团队能够

提供远程会诊、在线咨询、技术培训等服务，帮助

医疗单位提升产科诊疗水平。数据共享是通过互联

网+智慧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建立起各医疗单位之间

的数据共享平台。该平台可以实现患者信息的共享、

电子病历的同步、医学影像的传输等功能，方便医

生进行远程会诊和交流。 
其次，产科医联体的运行方式、管理机制主要

是通过互联网+智慧医院的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的。

具体运作流程包括患者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挂号预

约，选择就近的医疗单位进行产科诊疗，在治疗过

程当中，医疗单位将患者的信息、检查结果、影像

资料等上传至数据共享平台，供其他医生共享和参

考。产科医联体通过数据共享平台，医生可以远程

查看患者的相关信息，并进行在线会诊。在多学科

专家团队的参与下，给出治疗方案和建议。而技术

团队负责为医生提供技术支持，包括远程手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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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解读、技术培训等，以提高医生的诊疗能

力。在整体的运作流程当中，产科医联体需要建立

医疗联合体组织，包括领导机构和管理团队。该机

构对于协调各医疗单位的工作、组织培训和交流活

动、管理数据共享等起着重要的作用[5]。 
通过这种方式，产科医联体能够有效地整合资

源、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工作，为

广大妇女提供高质量的产科医疗服务。同时，通过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也能够使得优秀医疗资

源更好地下沉到基层医疗单位，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在区域范围内构建起母婴健康保障网络。 
3 “互联网+”智慧医院发展背景下区域性产科医

联体建设的发展建议 
3.1 加强信息共享与协同 
互联网+智慧医院在区域性产科医联体建设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信息共享和协同是关键一步。

在区域内搭建一个高效可靠的信息共享平台，将各

家医院的医疗信息进行整合和共享，有助于提高诊

断、治疗和决策的准确性。同时，通过建立电子病

历等实时分享机制，医生可以随时获取患者的医疗

信息，从而快速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此外，建立

跨医院的会诊平台，医生和专家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远程会诊，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6]。 
3.2 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 
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在区域性

产科医联体建设中，各个医院应加大对信息技术的

投资和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打造智能化的医疗环境。例如，通过引入智能

医疗设备和机器人技术，可以提高手术的精确度和

安全性。此外，建立数字化排班系统、自动药房等

管理系统，有助于提高医院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3.3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区域医联体应该制定适合自身的规章制度，包

括对互联网信息平台建设的注册规定和平台管理人

员的准入规定等，从而进一步规范单位成员的行为，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针对互联网+智慧医院的特点和

需求，需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

些规章制度应明确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标准，加

强数据管理和风险控制。同时，还需建立跨地区医

疗数据互通的合作机制，推动各地区间的医疗资源

共享与协同发展。 

3.4 健康档案共享平台 
建立健康档案共享平台至关重要。该平台可以

整合个体健康档案、医院电子病历和社区卫生档案

等多方信息，为患者和医务人员提供全面且准确的

医疗信息。通过建立统一的健康档案标准和格式，

使得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能够相互连接和对

接。此外，还可以引入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

性和真实性，并通过授权管理机制保护患者的隐私

权。 
综上所述，为了促进互联网+智慧医院在区域性

产科医联体建设中的发展，我们应从加强信息共享

与协同、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以及建立健康档案共享平台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只

有通过这些努力，才能推动智慧医疗在区域范围内

的全面升级和发展，提升产科医疗质量和服务效率，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7]。 
4 结语 
“互联网+智慧医疗”是国家“互联网+”战略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改善患者诊疗体验，落实国

家分级诊疗政策，是未来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

要方向[8]。“互联网+”时代医院必须融入互联网，

通过与互联网无缝集成，达到医疗信息的共享，构

建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9]，该建设模式将实现线

上线下无缝对接，提高了就医效率和质量，并为患

者提供了更便捷、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其患者就诊

的过程当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人民群众

的健康服务提供更多优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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