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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集成应用

王瑞明
天津市人民医院Ǔ天津Ǔ330029

摘Ȟ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且深入。本文旨在探

讨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集成应用，分析其在提升医院管理效率、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增强数据共

享与安全性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集成策略与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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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集成应

用现状

1.1  门诊与住院管理系统的集成
门诊管理系统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集成应用显著

优化了医院的服务流程。预约挂号功能的实现，使得患

者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轻松完成挂号操作，系统根据医

生的出诊情况和患者需求自动分配挂号时间，有效缩短

了患者的现场等待时间，提高了就诊效率。医生排班系

统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根据医生的工作安排、专业特

长及患者需求，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确保每位患者都能

得到及时、专业的医疗服务。药房管理系统作为门诊管

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深度集成

使得药品管理更加高效。系统实时更新药品库存信息，

确保医生开具的处方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配药。电子

处方功能的引入，进一步简化了就医流程，患者只需凭

电子处方即可到药房取药。住院管理系统则实现了患者

住院期间的全面信息化管理。系统集成病人入院、病历

管理、护理记录、医嘱管理、床位管理、费用管理等多

项功能。病人入院功能自动记录患者入院信息，为后续

医疗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持。电子病历的实时更新和共

享，方便医生随时查阅患者病史和治疗情况，为制定更

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护理记录系统详细记录患者

日常护理情况，为医护人员提供全面的患者护理信息。

医嘱管理系统确保医生开具的医嘱能够准确、及时地传

达给执行人员，提高医疗服务的准确性和效率。床位管

理系统实现床位的实时分配和管理，提高床位利用率。

费用管理系统则对患者住院费用进行实时结算和查询，

提高费用管理的透明度和准确性[1]。

1.2  检查检验管理系统的集成
检查检验管理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检验

申请、检验结果、检验审核等功能的全面集成。医生可

以通过系统方便地申请各种检查和检验项目，系统根据

医生申请自动生成检验单并传送给相应检验科室。检验

科室收到检验单后，及时进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实时

上传至系统。医生可以随时查询患者检验结果，并根据

结果进行诊断和治疗。同时，系统支持检验审核功能，

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种集成化的管理方

式不仅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速度，还大大简化了检验

流程。

1.3  药品管理系统的集成
药品管理系统作为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药库管理、药品采购、

药品调拨、药品销售等功能的全面集成。系统实时记录

药品库存情况，包括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有

效期等详细信息，帮助医院准确掌握药品库存动态，及

时补充缺货药品。在药品采购方面，系统根据医院用药

需求和库存情况自动生成采购计划，并与供应商进行电

子化的采购订单交流，提高采购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和

采购成本浪费。药品调拨功能实现药品在不同科室、病

房之间的快速、准确流转。药品销售方面，系统与医院

收费系统无缝对接，实现药品费用的自动结算和记录[2]。

此外，系统还具备过期药品监控功能，定期对药品有效

期进行检查，对即将过期的药品发出预警信号，提醒药

房管理人员及时处理。

1.4  财务管理系统的集成
财务管理系统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了收费管理、退费管

理、对账管理、统计报表等功能的全面集成。系统实时

记录患者缴费情况，包括缴费时间、缴费金额、缴费方

式等详细信息。通过与医院挂号、诊疗、检查、检验等

系统无缝对接，自动生成患者费用明细，方便患者支付

和查询。退费管理功能实现患者退费的快速、准确处

理，确保退费的准确性和合规性。对账管理功能使得医

院能够方便地与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对账和结



2025� 第7卷�第4期·电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

50

算。统计报表功能提供丰富的财务报表和数据分析工

具，为医院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持。

1.5  远程医疗与科研教学系统的集成
远程医疗系统凭借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成功实

现了在线问诊、远程影像诊断及远程医学培训等功能，

极大地拓展了医疗服务的范围。在线问诊功能使患者无

需到医院，即可通过视频、语音或文字与医生实时沟通

病情。医生根据患者描述，结合专业知识提供初步诊断

和建议，既节省了患者时间，又缓解了医院门诊压力。

远程影像诊断功能利用高清晰度医学影像传输技术，将

患者的X光片、CT、MRI等影像资料实时传给远方专家。
专家不受地域限制，可随时对影像进行详细分析，提供

准确诊断，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为患者赢得了

宝贵治疗时间。远程医学培训功能为医疗人员提供了便

捷的学习平台。通过在线课程、直播讲座、互动讨论等

方式，医疗人员可随时学习最新医学知识和技术，提升

专业素养和临床技能，降低了培训成本，提高了培训效

果和覆盖面[3]。同时，科研教学系统也实现了科研管理、

学术交流和医学教育的全面集成。科研管理功能方便医

院管理科研项目、资金和成果，提高科研效率。学术交

流功能为医疗人员提供广阔交流平台，促进医学知识传

播。医学教育功能集成丰富教育资源，支持在线学习、

考试和测评，为医学学生提供便捷学习途径，方便教师

实时跟踪和评估学生学习情况。

2��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集成策略

2.1  数据集成
数据集成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核心环节，它

关乎到整个医院信息流通的顺畅与高效。通过数据集

成，可以实现不同系统间数据的无缝共享和交换，彻底

消除数据孤岛现象，确保医院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信

息能够实时、准确地传递。为了实现数据集成，医院可

以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联邦数据库是一种有效的数据集

成方法，它允许将多个独立的数据库系统联合成一个逻

辑上的数据库系统，用户无需关心数据的物理存储位

置，即可像操作一个单一数据库那样访问和使用这些数

据。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原有数据库系统的独立性，又实

现了数据的高效共享。数据中间件技术也是数据集成的

重要手段之一。数据中间件作为介于应用系统和数据源

之间的通用服务，能够提供数据访问、数据集成、数据

发布等功能。通过数据中间件，医院可以轻松地实现不

同系统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而无需对原有系统进行大

规模的改造。此外，数据复制也是一种常用的数据集成

方法。它通过将数据从一个系统复制到另一个系统，实

现数据的同步和共享。虽然数据复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

数据冗余和存储开销，但在某些特定场景下，如需要实

时访问和更新数据的系统间，数据复制是一种非常有效

的数据集成方式。

2.2  应用接口集成
应用接口集成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另一个重

要方面。它允许一个应用程序使用其他应用程序中的某

些功能，从而实现不同系统间的功能调用和数据共享。

应用程序提供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是实现应用接口集
成的关键。API是一组定义了程序之间如何相互通信的规
则和协议。通过API，一个应用程序可以调用另一个应用
程序提供的函数或方法，实现特定的功能或获取所需的

数据。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应用接口集成可以大大

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例如，医院可以将电子

病历系统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通过API进行集成，使医生
在查看患者病历的同时，能够实时获取临床决策支持系

统的建议和指导。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医生的诊疗效率，

还可以降低医疗风险。此外，应用接口集成还可以促进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与外部系统的互联互通。例如，医院

可以将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医保系统、公共卫生系统

等通过API进行集成，实现数据的实时交换和共享。这不
仅可以提高医院的服务效率和质量，还可以为政府的医

疗监管和公共卫生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2.3  业务流程集成
业务流程集成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中的重要一

环，它通过将各应用系统挂接到一个统一的医疗应用集

成平台上，实现了系统功能的高效组合与数据的紧密

关联。这一集成策略的核心在于适配器技术的应用，适

配器作为桥梁，连接了不同系统之间的接口，使得这些

系统能够按照预定的业务处理逻辑进行协同工作。在业

务流程集成的过程中，医院会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对

各个应用系统的功能进行梳理和整合。通过系统功能组

合，医院可以将原本分散在不同系统中的相关功能模块

集成到一起，形成一个更加完整、高效的业务流程。同

时，数据关联也是业务流程集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确

保了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够实时、准确地传递和共

享，为业务流程的顺畅执行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对整

个业务流程的全局管理与跟踪，医院可以实时监控业务

流程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问题。这种全

局性的管理方式不仅提高了医院信息系统的业务处理效

率，还增强了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此外，业务流程

集成还支持流程的灵活配置和调整，使得医院能够根据

业务发展的需要，快速适应变化，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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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安全集成
安全集成是保障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

关键所在。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其信息系统中存储着大

量的患者敏感信息和医疗数据，一旦这些数据泄露或

被非法访问，将可能对患者和医院造成严重的损失。因

此，医院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集成策略，确保系统

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防火墙是医院信息安全的第一

道防线，它能够监控和控制进出医院网络的网络通信，

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攻击。通过配置合理的防火墙规

则，医院可以有效地限制外部网络对内部系统的访问，

降低系统遭受攻击的风险。入侵检测系统（IDS）则是医
院信息安全的第二道防线，它能够实时监测网络中的异

常行为和攻击行为，及时发现并报告潜在的安全威胁。

通过部署入侵检测系统，医院可以在攻击发生之初就采

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防止攻击进一步扩大和造成更严重

的损失[4]。数据加密技术也是医院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之

一。通过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即使数据在传输过

程中被截获或泄露，攻击者也无法轻易读取和利用这些

数据。医院可以采用先进的加密算法和密钥管理策略，

确保数据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3��实施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
医院在推进信息管理系统集成时，顶层设计至关重

要。这是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石，要求医院从全局和

长远角度进行规划。医院应首先明确集成的总体目标，

如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患者体验

等。在此基础上，细化集成范围，确定需集成的系统、

需整合的功能和需共享的数据。同时，制定详细的实施

计划和时间表，明确各阶段任务、责任人和完成时间，

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在顶层设计过程中，

医院还需考虑系统的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以适应未来

业务发展。此外，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加强部门间协

作，确保顶层设计顺利实施。

3.2  推进标准化建设
标准化建设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基础。医院

应采用国际通用的医疗数据交换标准（如HL7）进行数据
传输和共享，提高系统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为实现这

一目标，医院需对现有信息系统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

了解各系统的数据格式、接口规范等，找出差异和不兼

容之处。然后，根据HL7等标准对系统进行改造和升级，
确保数据顺畅传输和共享。在推进标准化建设时，医院

应注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他们对标准化技术的理

解和掌握。同时，加强与外部机构的合作和交流，学习

借鉴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此外，建立完善的标准化管

理制度和流程，确保工作规范化和常态化。

3.3  加强人才培养
信息技术人才是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和运维的核

心。为加强人才培养，医院可以设立专门培训机构或课

程，为现有员工提供系统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

和技能水平。培训内容应涵盖系统管理、数据库维护、

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同时，医院应积极引进外部优秀

信息技术人才，为系统建设注入新活力。通过招聘、合

作等方式吸引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此

外，医院还应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

信息技术学习和实践。设立奖励制度、提供晋升机会等

方式，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通过这些措施，

提高医院整体的信息技术水平，为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

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结束语

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的集成应

用，对于提升医院管理效率、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增强

数据共享与安全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医院应加强对

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顶层设计、推进标准化建设、加强

人才培养和持续优化与升级等方面的工作，以推动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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