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大学期间#时间管理能力先下降后上

升#这与大学生活和环境有很大关系*预防医学生在开始时学

业比较轻松#积极学习*但积极期过后#开始出现松懈行为#主

要表现在个人取向的时间价值感下降#时间分配较差和没有设

置目标和制订计划*而后由于学业繁重)考研)毕业论文)找工

作等各种压力#不得不妥善调节好各种时间安排#因此#时间管

理能力又开始上升*所以#时间管理能力的变动可能与环境)

压力有很大关系*而时间管理倾向在时间效能感和计划性上

存在生源地差异(在时间效能感)计划性和设置目标性上存在

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异*这两种差异的造成很可能与他们不

同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自身具有的人格特点及承担的社会

角色不一样有关*多数在城市生活的独生子女其家庭条件较

为优越#教育水平较高#生活环境较好*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发现#时间管理能力由内外两方

面综合影响所得*一方面为自身时间管理意识的薄弱而在大

学期间又得不到很好的锻炼#主要表现在计划性和设置目标性

在大学期间基本处于低水平#而时间分配性)反馈性和优先性

逐年下降*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规划是时间管理最薄弱

的一环*另外一方面就是大环境校园文化的渲染和小环境同

伴群体的影响*所以#医学高校应积极引导预防医学学生#使

其自我设定合理的目标#制订合适的计划方案#加强自我的执

行力和善于进行目标成败归因分析#同时大力发展校园文化#

树立正确的榜样作用*有计划而没有执行#就是空想(有计划

又坚持执行#就是实现梦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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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心电网络实现方法及运行效果评估

王
!

琦$

!胡
!

磊$

#

!邓国兰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信息中心 '

1&

心电图室
!

0%%%$)

#

!!

"中图分类号#

!

300)&$

"文献标识码#

!

Z

"文章编号#

!

$)-$./'0/

"

1%$)

#

'%.0'$$.%'

!!

心电图检查作为一项有效的常规心血管疾病检查手段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与医疗

技术的发展#远程心电图诊断系统和网络心电图诊断系统应用

于临床已成为可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1%$0

年

$$

月发布的+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就提出了.建

立远程医疗业务服务技术体系#不断完善现有远程会诊)远程

心电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从而扩大

远程医疗服务范围/的理念*本文通过研究常用的组网方式#

为各级医院建设有效的远程心电网络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收集某三甲医院及其分院未使用远程心电网络前

$

1%$'

年%及利用不同组建方式建设后的统计数据$

1%$0

年%*

>&?

!

方法
!

心电数据平台各数据流方式&

$

'

#见图
$

*

>&?&>

!

院本部住院部
!

床旁采集患者数据#利用院内无线网

络实现数据传输#心电软件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

G"+

K

#F:D#,.

H"I9:F#",+

P

+F<9

#

V5S

%通过应用程序接口$

:

KK

D#J:F#",

K

I".

;

I:9#,F<IH:J<

#

2]5

%方式集成#获取患者信息#完成数据采集)

报告发布等工作*

图
$

!!

网络平台数据流图

>&?&?

!

直属分院
!

建设与院本部诊断中心类似的独立心电软

件网络系统#利用专用光纤与诊断中心网络互通&

1

'

#可独立完

成日常普通患者的诊断工作#疑难病例则通过专线传至诊断中

心#由专家支持和会诊*

$$'0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

基层医院
!

通过互联网方式将采集的患者心电数据及

基本信息$有
V5S

医院直接获取#无
V5S

医院手工录入%传至

诊断中心&

'

'

#完成病例诊断*

>&?&A

!

移动式设备
!

活动范围不受限患者使用移动式设备#

利用电话通讯网络$固定电话#

'a

"

0a

%#实时将数据传输至诊

断中心*其硬件架构见图
1

#服务器保存利用电话通讯网络传

输的心电数据#诊断医生可使用多种显示终端查看*

图
1

!!

移动式心电监护系统硬件架构图

>&@

!

评估模型
!

网络使用效果利用评估模型综合评定#建立

评语指标集
\

#评语集合
6

#各项指标进行评价的比例矩阵
3

#

指标权向量
2

#则综合评价结果矩阵为
NA=K

*

?

!

结
!!

果

?&>

!

院本部使用情况
!

以常规心电图检查为例#门诊心电图

检查室上线前后数据对比见图
'

#门诊人数较之上线前基本持

平略有增长#年均涨幅
/&0B

#住院患者则逐渐减少#至
1%$0

年
$1

月检查例数为
%

*住院部床旁心电图检查量见图
0

#使用

远程心电后#床旁采集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涨幅
)'&(B

*此

外#如表
$

远程心电系统使床旁心电图采集流程优化#报告周

期时间节省
/'&%B

&

0

'

*

?&?

!

直属分院使用情况
!

以某直属分院为例#仅安排采集人

员#不再留驻值班诊断医生#利用远程方式上线
$

个月内完成

'@(

例心电图诊断报告*

?&@

!

基层医院使用情况
!

以某镇卫生院为例#上线
$

周内通

过诊断中心会诊疑难病例
$'

例*

?&A

!

移动式设备使用情况
!

上线近
1

个月完成
-'

例#其中#

包括
'

例超急性心肌梗死和
$$

例一过性心绞痛*

?&B

!

满意度调查
!

以各级医院共
$0-

例患者及其家属)

'@

名

临床医生和
$)

名心电诊断医生为典型样本#利用评价模型对

整体满意度进行评估*

'

类人群满意度结果见表
1

#评语指标

集
\

为其第
$

列#评语集合
6

为第
$

行#该表即为评价比例矩

阵
3

*根据患者注重等待及检查时间)临床医生注重报告反馈

时间)心电医生注重工作效率的情况#对评语指标集
\

的各项

内容设置指标权向量矩阵
2

#与
3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评价

结果矩阵
Z

#可见
'

类人群.非常满意/分值均在
%&/%

以上#整

体满意度较高*

图
'

!!

门诊心电图室检查人次统计图

图
0

!!

住院部床旁心电图检查人次统计图

表
$

!!

床旁心电采集时间对比

项目 传统方式耗时 网络方式耗时

采集 通知心电图室派专人
$@9#,

护士采集
19#,

心电医生诊断
常见病例现场诊断

19#,

疑难会诊
1%9#,

19#,

出具报告 专人送回
$@9#,

网络回传
%&@9#,

总时长
$-

!

@%9#, 0&@9#,

表
1

!!

'

类人群满意度&

%

)

%

'

项目

非常满意

患者
临床

医生

心电

医生

比较满意

患者
临床

医生

心电

医生

一般满意

患者
临床

医生

心电

医生

不太满意

患者
临床

医生

心电

医生

非常不满意

患者
临床

医生

心电

医生

就诊秩序
$'/

"

$0- '%

"

'@ $)

"

$) -

"

$0- '

"

'@ % 1

"

$0- 1

"

'@ % % % % % % %

床旁或移动式检查更方便及时
$'(

"

$0- '0

"

'@ $)

"

$) /

"

$0- $

"

'@ % % % % % % % % % %

自身水平得到提高
X 1/

"

'@ $)

"

$) X -

"

'@ % X % % X % % X % %

心电图采集器操作简单
$1/

"

$0- 1@

"

'@ $$

"

$) $%

"

$0- )

"

'@ '

"

$) (

"

$0- 0

"

'@ 1

"

$) % % % % % %

患者等候检查及报告的时间
$$$

"

$0- '1

"

'@ $'

"

$) 1-

"

0- '

"

'@ '

"

$) (

"

$0- % % % % % % % %

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

"

$0- 1-

"

'@ $%

"

$) 1-

"

$0- 0

"

'@ @

"

$) $%

"

$0- 0

"

'@ $

"

$) (

"

$0- % % % % %

下次还会选择此类检查方式
/(

"

$0- '%

"

'@ X '0

"

$0- '

"

'@ X $1

"

$0- 1

"

'@ X $$

"

$0- % X $

"

$0- % X

网络信号稳定
X $'

"

'@ (

"

$) X $1

"

'@ 1

"

$) X 0

"

'@ '

"

$) X '

"

'@ 1

"

$) X '

"

'@ %

!!

X

!无数据*

2A

!!

患者
!

%&1

!

%&$

!

%

!!

%&$

!

%&0

!

%&$

!

%&$

!

%

临床医生
!

%&$

!

%&1

!

%&$

!

%&$

!

%&1

!

%&$

!

%&$

!

%&$

心电医生
!

%&1

!

%&$

!

%&$

!

%&1

!

%&$

!

%&1

!

%

!!

,

-

.

/

%&$

ZA23A

!!!!!

非常
!

比较
!

一般
!

不太
!

非常不

!!!!!

满意
!

满意
!

满意
!

满意
!

满意

!!

患者
!

%&/%

!

%&$0

!

%&%@

!

%&%$

!

%&%%%)

临床医生
!

%&/$

!

%&$1

!

%&%@

!

%&%$

!

%&%$

心电医生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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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院本部各病区因距离较近#利用移动医疗已经建成的无线

网络#采用高频无线电信号$

N#I<D<++.H#!<D#F

P

#

d#.4#

%数据传输

方式#对住院患者进行床旁心电图采集#可以达到安全)快捷)

方便的目的*各直属分院可利用远程心电网络进行合理的人

员配置#申请疑难病例会诊或仅安排采集人员#由诊断中心利

用专线完成报告的统一发布*基层医院在网络建设中更注重

快速)经济等问题#利用诊断中心网络服务器#互联网传输数据

是投入资金最少)实现最方便的方式*有
V5S

的医院#使用虚

拟专用网络$

C#IFE:D

K

I#C:F<,<FN"Ic

#

6]̀

%方式与诊断中心相

连可保障通讯安全*移动式心电图检查让使用者可以不受时

间)地点的限制#不影响佩戴者生活)工作#甚至是出差)出国均

可&

@

'

*目前使用的设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可穿戴式#机器内

置客户识别模块$

+EM+JI#M<I#!<,F#F

P

9"!ED<

#

S5U

%卡#通过移

动
'a

"

0a

网络实时自动将数据传输至诊断中心(另一类是便

携式#设备将采集的心电信号转换为音频信号通过电话通讯

$固话)手机均可%进行远程传输&

).-

'

*

网络建成后的运行效果评估应从多方面进行#主要包括使

用前后的数据对比和使用后的各类人群满意度两方面*因患

者就诊也存在.淡季/#单纯讨论网络使用后检查人次的增加不

足以说明情况#因此#院本部检查人次均与去年同期进行对比#

得出总体呈上升趋势的结论*满意度涉及多种因素#故采取建

立评估模型#构建量化矩阵的方式#更全面地得出满意度较高

的结论*

各院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建设方案#对于门诊检查室机器

固定患者流动的情况#可采用有线网络达到较稳定的传输效

果*若院内信息化发展规划包括利用无线网络项目#可考虑

d#.4#

方式的数据传输*在院内无线网络未建设前#也可利用

无线路由器产生的
d#.4#

信号#满足床旁采集需要*若除远程

心电外#还计划建立远程放射)远程会诊等全方位的远程医疗

模式#可考虑与上级医院间通过专线进行网络连接*此外#移

动式设备是实施最简单快速的一种方式#对于院内网络建设不

完善的医院也是一种理想选择*总之#有线)专线)无线)互联

网)电话通讯网五种网络搭建方式可混合使用以达到最佳

效果*

远程心电网络建设得到了患者及医生的高度评价#但在实

施及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多种网络实现方式导致诊

断中心需配置多台电脑分别连接院内局域网)互联网及各个专

网#不仅占用资源也给医生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因此#通过网

络整合#将所有专线重新划分#直属分院连入内网服务器#其

他基层医院或卫生专线通过
6]̀

连入外网服务器#内外网服

务器间通过防火墙等方式进行安全防控#最终诊断医生只需操

作一台电脑就可完成相应工作*同时#床旁采集数据传输时

d#.4#

信号不稳定)互联网带宽较低导致数据传输速度慢)移

动式设备存在手机信号盲区数据无法实时传输等都是相对投

诉较多的问题#需要在搭建软件环境的同时#加强网络环境

建设*

心电网络传输的数据稳定性及准确性已达到较高程度#可

满足工作要求&

/

'

#但数据采集的质量却因人而异#皮肤处理不

充分)电极安放位置不当等都是导致采集信号质量较差的原

因*为保证报告的准确可靠#未来的远程心电网络还可适当增

加远程教学及质量监控等功能&

(

'

*此外#目前的心电网络仅实

现了与
V5S

系统的集成#满足于医生对患者的信息了解#而患

者却无法记录和查询自身历次的心电报告#未来的心电网络应

覆盖更广的范围#满足医生)患者等多个角色对数据的存储及

查询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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