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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基层医疗机构远程部署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AC@V

#应用需求!在不同医院间的异构
AC@V

中实现远程

放射影像诊断$方法
!

通过业务流程集成%数据集成%界面集成的方式进行系统间的对接$结果
!

建成一套异构模式的远程

AC@V

!梳理出影像和报告信息的传输和交换流程!并解决基层医疗机构患者资料不全和建设网络带宽的问题$结论
!

异构模式

的远程
AC@V

建设!对于患者%基层医疗机构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

计算机通信网络&信号处理!计算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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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国务院新医改-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号

召#重庆市某集团医院启动了+远程医学服务,项目建设#拟通

过项目的实施#搭建以院本部为核心#连接各分院*托管医院*

教学指导医院*挂靠基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乃至乡镇卫

生院的远程诊疗平台#从而实现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提高

基层诊疗水平#降低社会整体医疗成本的目标$其中#放射影

像的远程诊断对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诊断水平*加强放射学科

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建设运营成本*减少患者就医成本都有重

要意义$

在我国#目前的远程诊断大部分采用的都是在中心医院部

署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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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V

"#在基层医疗机构部署同系统客户端的模

式(

!

)

$此模式因采用同一
AC@V

体系#具有建设成本和建设难

度较低*部署实施快捷*系统稳定性较高的特点(

7-(

)

$但不可避

免的是#基层医疗机构必须选择和中心医院同样的
AC@V

#如

果已经自建有
AC@V

的#必须更换系统#使用人员也不得不对

新系统*新功能*新流程重新学习和适应#而且很难保证新的

AC@V

一定比原有系统更适合医院的实际需要$为克服上述

模式产生的问题#最大化地方便基层医疗机构#该集团医院采

用了混合共建的远程诊断模式#即对于没有
AC@V

的基层医疗

机构#通过部署中心
AC@V

客户端方式实现远程诊断&对于已

自建有
AC@V

的基层医疗机构#则通过系统集成与改造的方

式#完成中心
AC@V

与基层异构
AC@V

之间一体化对接来实现

远程诊断$该院远程诊断模式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后一种

情况下#因此本文将主要对后者进行分析和介绍$

A

!

远程
AC@V

建设应用方法

!!

异构
AC@V

间实现远程诊断#主要通过集成方式实现$集

成主要有
(

个方面#即%业务流程集成*数据集成与界面集成$

A9A

!

业务流程集成
!

无论是中心端还是基层医疗机构#本地

放射科的就诊流程基本是一致的#即患者到检登记*摄片检查*

诊断医生书写报告*患者领取报告$通过异构
AC@V

实现远程

诊断#流程上的集成与改变主要体现在书写报告环节#此时基

层
AC@V

将提交患者信息和影像资料给中心
AC@V

#由中心

AC@V

完成诊断报告后再回传给基层
AC@V

#具体设计流程见

图
!

$

图
!

!!

远程诊断流程图

A9B

!

数据集成
!

数据集成的主要工作在基层
AC@V

提交远程

诊断申请时#要将患者的基本信息*检查信息*申请单信息*影

像摄片信息*其他病史病历信息和第三方报告信息发给中心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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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V

进行展示和调阅#而中心端
AC@V

在完成报告后#需将

报告信息回传给基层
AC@V

进行展示和打印$双方系统确定

AC@V

间的网关接口#包括
Â

*

A;IE

和
C,%0E'&

#并通过中间表

的方式实现信息的交换#具体接口字段见表
!

$

表
!

!!

异构
AC@V

中间表接口字段

字段名称 字段类型 是否必须 备注说明

A/E0&3ÊM _/I:2/I

!

(7

"

f

患者唯一主索引!

A

号"

X;:/'K/.& _/I:2/I

!

(7

"

f

患者中文姓名

L0IE2M/E& M/E&E0.& f

患者出生日期#

ffff-OO-MM

%&'&

G

2;3& _/I:2/I

!

(7

"

K

联系电话

C::&==0;3K; _/I:2/I

!

(7

"

f

影像检查号!

C

号"

C

GG

'

J

M&

G

E _/I:2/I

!

(7

"

K

申请科室

C

GG

'

J

M/E&E0.& M/E&E0.& K

申请日期时间

A/E0&3E%

JG

& _/I:2/I

!

(7

"

f

患者类型

@'030:K; _/I:2/I

!

(7

"

K

门诊号

3̂2;=

G

0E/'K; _/I:2/I

!

(7

"

K

住院号

3̂2;=

G

0E/'?&

4

0;3 _/I:2/I

!

(7

"

K

住院病区

L&<K; _/I:2/I

!

(7

"

K

床号

RH=&ID/E0;3 _/I:2/I

!

7*+

"

K

临床诊断

Z&/'E2Z0=E;I

J

_/I:2/I

!

7*+

"

K

简要病史

O;</'0E

J

%

JG

& _/I:2/I

!

(7

"

f

设备类型

,a/.03&M/E&E0.& M/E&E0.& f

检查日期时间

AI;:&<NI&M&=: _/I:2/I

!

(7

"

f

检查项目名称

999

/ / /

以下为诊断报告回传时更新内容

=̂A;=0E0D& 3̂E f

是否阳性

PfV%&aE _/I:2/I

!

./a

"

f

报告所见

Pfe%&aE _/I:2/I

!

./a

"

f

报告所得

?&

G

;IEM/E&E0.& M/E&E0.& f

报告日期时间

?&

G

;IEM;:E;I _/I:2/I

!

(7

"

f

报告医生名称

C

GG

I;D&M;:E;I _/I:2/I

!

(7

"

f

报告审核医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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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可以&

K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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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面集成
!

为最大化地方便放射医生的使用操作#该院

对双方
AC@V

在界面上进行了改造集成%基层
AC@V

中#在书

写报告界面添加-远程诊断申请.按钮#医生点击按钮#即可将

患者信息打包发送至中心端
AC@V

&而中心端
AC@V

可根据医

生使用习惯#将需要完成的远程诊断报告和本地报告分开或集

中列表展示书写$同时#为方便双方沟通交流以更好地完成诊

断报告#在双方
AC@V

中都嵌入了即时通讯程序!

Ô

"#双方可

直接进行文字短消息交流$

B

!

结
!!

果

B9A

!

系统的网络架构
!

通过系统集成#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异构
AC@V

间的远程诊断业务应用$系统整体架构见图
7

$

B9B

!

远程诊断应用实现
!

远程诊断应用实现流程如下(

>-*

)

$

基层医疗机构诊断医师在基层
AC@V

上进行放射影像诊断工

作#当发现疑难病症时#通过本地
AC@V

工作站发起疑难病例

远程诊断申请#此时基层
AC@V

实现工作%!

!

"将患者检查医学

数字成像和通信!

M̂@RO

"影像资料推送到
AC@V

网关#

AC@V

网关将收到的影像资料进行处理#使其编码唯一!在影像信息

上加上远程医院名称前缀"#并推送至中心端
AC@V

服务器&

!

7

"将患者检查文字资料写到现有数据库服务器提供的中间

表$当中心端
AC@V

接收到远
AC@V

网关推送的
M̂@RO

影

像时%!

!

"将收到的
M̂@RO

影像进行归档&!

7

"触发到图通知#

驱动中心端
LI;c&I

服务器#通过部署在基层的
LI;c&I

集成网

关#根据影像资料中的患者信息#从基层医疗机构的数据库服

务器中间表中提取患者基本信息和检查信息#提取完成后#对

患者信息进行惟一标识处理!在患者编号上加上远程医院名称

前缀"&!

(

"中心端
LI;c&I

获取到患者信息和检查资料后#将其

推送至数据库服务器#自动完成患者登记*检查等业务操作$

中心端诊断医师在本地
AC@V

工作站上#检索到基层医疗机构

提交的患者登记*检查信息#通过中心端
AC@V

服务器查询患

者
M̂@RO

影像资料$此时#中心端诊断医师完成病例诊断和

报告审核$审核完成的诊断报告#通过中心端
LI;c&I

服务器

和部署在基层的
LI;c&I

集成网关#推送至基层数据库服务器

中间表对应的检查数据上$此时#基层医疗机构的诊断医师可

以通过本地
AC@V

工作站获取远程诊断报告信息$具体应用

流程见图
(

$

图
7

!!

远程诊断网络架构示意图

图
(

!!

远程诊断集成应用流程图

B9C

!

需要注意的问题(

+

)

!

在进行远程诊断时#中心端的放射

医生并不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检查目的#因此为更好地完成

诊断报告#尤为依赖对患者病史病历信息*其他第三方报告信

息*申请单信息的分析和理解$在此原则上#该院希望利用系

统集成方式获取患者的各种信息$然而#考虑到基层医疗机构

的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很多信息是以纸质方式记录的#或者

是不全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在系统部署时#也允许基层医疗机

构放射科医生在发送远程诊断申请时#可以在基层的
LI;c&I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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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集成网关中以手工录入或以扫描*拍照等方式对纸质资料电子

化后再上传至中心
AC@V

#以便中心端放射医生能获取足够的

资料信息来准确完成远程诊断报告$

事实上#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患者较少#业务流程相

对简单#基层放射科完成诊断报告的时间一般较中心端大医院

完成报告的时间短#因此在实现远程诊断应用时#必须充分考

虑时限问题(

8-#

)

$中心端放射科在对远程诊断报告加急处理的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远程诊断应用的网络建设#通过网络压力测

试#得到如下数据#见表
7

*

(

$由表分析可知#在数据量不大的

情况下#

>O

光纤带宽!上下行速率一致"足以满足远程诊断对

时限的需要#如果业务量较大#可扩展至
!)O

$

表
7

!!

>O

光纤线路网络压力测试

图像类型
图像数量

!幅"

图像原始

大小!

O

"

传输时间

!

=

"

传输速度

!

]L

'

=

"

M? 7 7798 (!9+ (879++

# !)+9) !)(9( >7#97>

@% !)) *797 +#9) 7"#9!+

()) !**9) 7))9# ()(9">

!))) *!89) 8#>9" 78!9(+

O? 7)) !>#9) !#(9* (789*8

*)) 78!9) (+*9* 7#*988

7))) !)(>97 !*+"9) 7+>9"8

!!

M?

%直接数字化
g

射线摄影系统&

@%

%电子计算机
g

射线断层扫

描&

O?

%磁共振成像$

表
(

!!

!)O

光纤线路网络压力测试

图像类型
图像数量

!幅"

图像原始

大小!

O

"

传输时间

!

=

"

传输速度

!

]L

'

=

"

M? 7 779* 7!9! *879++

# ">9+ +79) +)79#>

@% !)) *797 *+9) (+79)+

()) !**9) !8)9+ (!(9(7

!))) *("9) +(>9# (*>9##

O? 7)) 8!9" !!*9" 7++9#7

*)) 7(79) 7">97 ())98(

!""" ""(9) !!+(9+ 7#+9#"

!!

M?

%直接数字化
g

射线摄影系统&

@%

%电子计算机
g

射线断层扫

描&

O?

%磁共振成像$

C

!

讨
!!

论

!!

项目的实施应用#采用规范的技术和统一的标准#诸如

M̂@RO

医学影像标准*

Z9(7(

视频会议标准*

%@A

'

Â

网络协

议等#这让不同城市*不同
AC@V

服务提供商*不同医疗集团体

系间的远程影像诊断接入成为现实$在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

套规范清晰的远程影像诊断平台接入工作标准*实施部署流

程*集成技术文档*功能应用实现#明确了双方的任务职责和对

网络带宽的需求#这对于后续基层医疗机构远程诊断接入工作

模式的快速复制与系统部署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远程诊断#能够让患者在就近就医的条件下#享受到大医

院专家的优质服务#既为患者节约了就医时间和就医费用#也

利用大医院专家的丰富经验和高水平诊断报告#减少了误诊和

漏诊的发生率#为患者开展有效诊疗赢得了时间#并提供了重

要支撑依据#这对于响应国家-首诊下沉.和-人人享有基本医

疗.的新医改目标#提高患者满意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

)

$

异构
AC@V

间实现远程诊断#克服了基层医疗机构被迫更

换
AC@V

的无奈#为基层医疗机构节约了建设资金#同时也使

基层医疗机构避免了因更换
AC@V

带来业务流程*操作习惯上

的不便#保证了科室工作有序稳定的运行$-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与大医院开展远程诊断合作#能够充分利用专家的技

术优势*知识经验优势#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教育和培养#这对

于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的诊疗水平#更好地服务患者也

是有重要作用的$

当然#异构
AC@V

间实现远程诊断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去

解决#诸如回传报告的合法性及责任分摊问题*远程诊断的费

用收取及利益分配机制*网络的安全性如何保障等&同时#远程

诊断也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需要与多学科的临床远程

会诊(

!)

)

*远程教育*双向转诊*预约诊疗等诸多手段结合在一

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今后如何利用云服务的方式进

行诊断服务(

!!

)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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