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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的巡诊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引言

部队医院作为隶属于军队的医疗机构，除了日常面向地方与部队人

员的基本医疗工作外，还要担负战时的战伤救治，平时的卫勤战备以及

定期的部队巡诊工作。作为一项制度性、经常性的工作，组织院内医药

护技人员下基层部队巡诊，为基层官兵问医送药，是一项贯穿于医院全

年工作的重要任务 [1]。

为了解决部队基层单位的就医问题，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发一套适

合体系医院巡诊工作的信息系统，实现巡诊工作的信息化、巡诊流程的

合理化。巡诊前充分沟通与合理安排，医生通过查询相关医疗数据，结

合基层实际情况给出建议，保障部门根据医生建议进行巡诊备物、备

药。所有流程中的信息及时数据化，提高巡诊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优化物资准备工作，减少巡诊物资浪费，更好地实现为兵服务。

1 系统分析

1.1 需求分析

目前，医院派遣参与巡诊的主要人员是医生和药师，医生的主要任

务是问诊，药师则根据医生的医嘱发放相应药品，这些工作都是医疗小

组到达执勤点后开始进行。由于事前缺乏沟通，导致巡诊时备药不充分

或者备药无用。此外，作为医疗管理部门，每次组织巡诊的相关工作资

料都是以文件形式进行存储，不利于事后调阅与查询 [2]。

基于上述弊端，结合巡诊实际工作流程，依托医院现有的 HIS 系

统，开发一套针对巡诊工作的巡诊信息系统，巡诊信息系统工作流程如

图 1 所示，通过信息系统有效解决问题，总体思路如下。

（1）每年的巡诊任务是由医疗管理部门在年初统一制定，因此医管

部门可在年初将制定好的巡诊安排录入巡诊信息系统，包括巡诊执勤点

和巡诊时间等。（2）由于各个执勤点所处位置不同，地理与气候环境也

大相径庭。参与巡诊的医生应定期与被巡诊的执勤点进行沟通，随时了

解执勤点士兵的身体状况，并通过巡诊信息系统，查询士兵近期入院的

门诊信息、住院信息和年度体检信息。（3）综合上述信息，医生在当次

巡诊安排中录入自己的建议，如需要携带的相关医疗器械和药品。（4）

文 ◆ 武警北京市总队医院 张 宇 刘 丹 游海鸿

药师通过系统查询，根据医生给

出的建议进行备药。

1.2 功能分析

根据需求分析，巡诊信息系

统需要具备如下功能，巡诊信息

系统主要功能如图 2 所示。

（1）作为巡诊工作的统筹安

排部门，医疗管理部门应在巡诊

系统中建立巡诊单位信息和执勤

点信息。由于执勤点隶属于各单

位，且一个执勤单位管辖多个执

勤点。因此，需要将单位和执勤

点进行关联。（2）在单位和执勤

点信息建立完毕后，需要为人员

在医院 HIS 系统中建档，建档目

的是确保所有人员在医院 HIS 系

统中存在信息。建档后，巡诊医

生使用巡诊信息系统通过查询的

方式检索 HIS 中的人员信息，保

存到巡诊信息系统中，完成人员

建档。人员建档后，应将人员信

息与执勤点信息进行关联，方便

后续调取与查询。（3）人员信息

档案建立完毕后，巡诊医生可通

过人员信息系统调取人员在院内

门诊、住院等信息，包括处方、

检查、化验、医嘱等内容，不必

再单独查询 HIS 和 LIS 系统。（4）

巡诊系统可在人员信息档案建立

完毕的基础上，由巡诊医生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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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历年体检信息，并通过人员

ID 查询已录入的体检信息。将

体检结果录入巡诊系统，使医生

通过巡诊信息系统查阅人员体检

结果，从而不必再单独查询体检

系统，简化查询步骤。（5）在单

位信息、执勤点信息和人员信息

录入完毕后，医疗管理部门通过

系统进行巡诊安排录入。医管部

门、巡诊医生和相关保障人员通

过系统查询巡诊安排。（6）巡诊

医生在医管部门录入巡诊安排

后，可查询巡诊安排，并给出当

次巡诊建议。同时，还可为执勤

点上人员单独提出医疗建议。

2 系统设计

2.1 流程设计 [3]

根据功能分析，系统流程具

体如下。（1）单位维护，维护各

执勤点所属单位。内容包括单位

代码，且单位代码不能重复 ；单

位名称，即单位详细地址 ；单位

联系人和联系人电话。系统操作

流程应确保单位代码和单位名称

的唯一性。（2）执勤点维护，并

将执勤点与所属单位相关联。内

容主要包括制定执勤点代码，且

执勤点代码唯一不重复 ；执勤点

名称 ；对接医生与对接医生电

话 ；执勤点环境特征。执勤点信

息维护完毕后，应与单位信息进

行关联，以确保每个执勤点都有

对应的所属单位。（3）人员信息

维护。巡诊时由巡诊医生收取执

勤点人员保障卡，使用保障卡通

过医院 HIS 系统为执勤点人员建

档，建档后使用巡诊信息系统通

过 ID 号提取相关人员医疗信息，

与人员所属执勤点关联后存入

巡诊信息系统。（4）体检信息录

入。由于目前医院的体检系统独

立于 HIS 系统，无法提取结果，

故只能通过手工方式逐条录入体检结果。通过 ID 号提取人员信息，然

后对照体检报告逐项录入年度体检结果。（5）查询人员在院就诊记录及

相关信息，包括门诊与住院信息。巡诊系统中人员 ID 是通过提取 HIS

系统中人员信息取得的数据，故人员 ID 与该人员在医院就诊的 ID 号一

致。（6）巡诊安排，由医疗管理部门通过系统，录入年度巡诊计划安

排，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支持随时修改和作废巡诊安排，但不应设置

删除功能，从而确保巡诊信息不因误操作被删除。（7）医生建议。在巡

诊安排的基础上，医生通过整合相关信息，给出当次巡诊的建议并录入

系统。（8）巡诊查询。巡诊开始前，巡诊相关人员登录系统查询巡诊安

排和医生建议，并以此为依据准备巡诊器材和药品。（9）巡诊结束后，

医管部门登录系统，进一步完善巡诊信息。

2.2 功能设计

2.2.1 系统维护模块

系统维护模块包括“单位信息维护”“执勤点维护”和“人员维护”。

（1）单位信息包括字段“单位代码”“单位名称”“地址”“联系

人”“电话”“输入码”。单位信息通过“单位维护”窗口录入，保存到

数据表“单位字典”（XZ_UNITS_DICT）。该表主键为“单位代码”，确

保“单位代码”的唯一性。“输入码”由系统根据单位名称自动生成 8

位拼音码。作为必要信息，该数据表中“单位代码”“单位名称”和

“输入码”3 个字段应设置成非空。

（2）执勤点信息包括字段“执勤点代码”“执勤点名称”“对接医

生”“医生电话”“输入码”“环境特征”和“对应单位代码”。执勤点信

息通过“执勤点维护”窗口录入，保存到数据表“执勤点字典”（XZ_

STATION_DICT）。该表主键为“执勤点代码”，该表中的“对应单位代

码”与“单位字典”中的“单位代码”内容一致，所以应将“单位字

典”中的“单位代码”设置为“执勤点字典”的外键。作为必要数据，

该表中“执勤点代码”“执勤点名称”和“输入码”应设置为非空字段。

（3）人员信息通过 ID 号从 HIS 系统中查询提取，然后存入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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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巡诊信息系统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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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信息”（XZ_PATIENT），该表包括“人员 ID”“姓名”“性别”“出生

年月”“身份证”“执勤点代码”“调离标志”。主键为“人员 ID”。人员

信息保存后，还应与执勤点信息进行对照，将人员所在执勤点的“执勤

点代码”写入人员信息表中。“调离标志”用来标识人员彻底离岗，如

不再担负执勤任务或者退役。该表中“人员 ID”“姓名”应设置为非空。

2.2.2 信息查询模块

信息查询模块用于查询人员在医院内产生的医疗信息，包括“门诊

信息查询”和“住院信息查询”两个部分。

（1）门诊信息查询。通过检索“人员信息”（XZ_PATIENT）中的

“人员 ID”，与 HIS 系统中数据表“门诊主记录”（CLINIC_MASTER）中

的“PATIENT_ID”相关联，找到人员门诊挂号信息，通过挂号信息进

一步提取人员就诊的诊断信息、处置、检查、检验、处方等详细信息。

采用一张新数据表（XZ_PATIENT），将人员与执勤点进行关联，在进行

人员医疗信息检索时，就不必完全依赖“人员 ID”。只要通过检索执勤

点，提取该执勤点上所有人员，然后采用单击或勾选的方式选中人员信

息，系统自动通过选中人员所对应的 ID 在 HIS 系统中进行检索，简化

了使用者的查询方式。（2）住院信息查询。与门诊信息查询类似，住院

查询关联的是 HIS 系统中“住院主记录”（PAT_VISIT）。关联后，查询

人员住院期间的医嘱、处方、检验等信息。

2.2.3 体检数据模块

体检数据模块包括体检数据录入和体检数据查询两个功能。

（1）体检信息录入。由于体检信息仅供巡诊参考，故无须详细记录

所有体检细目结果，只按照体检大项记录即可，如某一大项中存在阳性

标识，录入具体阳性体征即可。另外，体检工作一般按年度展开，体

检年度应根据体检日期由系统自动生成，确保体检年度的准确性和与

体检日期的一致性。创建数据表“体检信息”（XZ_TJ）, 包含字段“年

度”“日期”“人员 ID”“一般情况”“临检”“生化”“免疫”“碳 13 呼

气试验”“内科”“外科”“骨科”“皮肤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

科”“放射科”“超声科”“心电图”和“心理检测”。每个项目可选择阴

性、阳性或者未查，如果选择阳性，则必须填入阳性体征。（2）体检结

果查询，可根据年度、单位、执勤点和姓名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条件组合

查询人员的体检信息，确保查询的灵活性。

2.2.4 巡诊安排与医生建议模块

巡诊安排的目的一是为了记录巡诊任务，二是为了医生为巡诊提出

建议提供数据基础。

（1）巡诊安排。在巡诊安排窗口，医疗管理部门录入巡诊时间

和 巡 诊 执 勤 点， 点 击 保 存 后， 信 息 存 入 数 据 表“ 巡 诊 安 排 ”（XZ_

ARRANGEMENT），该数据表包括“巡诊日期”“检查站代码”和“巡

诊建议”，其中“巡诊建议”留给巡诊医生填写。医生在巡诊前调取巡

诊安排，填入本次巡诊相关建议，保存后填入本次巡诊记录中的“巡诊

建议”。（2）医生建议。不同于“巡诊建议”，“医生建议”不是为巡诊

任务提出建议，而是为巡诊中执

勤点上每个人提出相关建议。由

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有所不同，

巡诊建议并不能涵盖每个人的具

体情况，应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提

出具体医疗建议。在此引入一

张新数据表“巡诊记录”（XZ_

DOCUMENT）， 包括“日期”“检

查站名称”“单位名称”“巡诊建

议”“人员 ID”“姓名”“性别”“出

生年月”“身份证”“医生建议”。

此表在巡诊安排时自动生成对应

数据，确保时间、执勤点与巡诊

安排数据一致。最后在表中加入

“医生建议”，医生在医生建议模

块中录入对执勤点上每个人员的

医疗建议，存入此表。

结语

巡诊信息系统是在医院经常

性医疗保障工作中，根据业务需

求，提出的通过信息化手段，提

升保障能力，优化工作流程，改

进服务质量的新探索。信息化在

该领域的应用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就目前的应用情况和使用需

求来看，基本能满足巡诊工作的

合理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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