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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是一门年轻的边缘学科，自1986年中华医学

会急诊医学分会正式成立以来，急诊医学在各大中型城市逐

渐开展、发展并完善。理论上，急诊医疗服务体系(EMSS)

是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危重症监护3个部门的紧密结合，

而我国院前急救模式多种多样，如专业型、指挥型、独立型、

依托型，且院前与院内分属于不同医疗机构，这就决定了院

前急救与院内急诊及危重症监护的环节很难有机结合。1。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我们发现，如果实时共享院前院内急诊信

息以缩短救治时间，实现院内诊疗资源前移，院前院内医疗

有机融合，将是改进急救急诊流程、提高诊疗质量的关键与

核心。2。基于目前急诊急救医疗现状及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我们开发了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并获得了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专利号：ZL 2016 2 0186097．4)，现就专利的相关

设计与构想介绍如下。

1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的技术方案及原理

1．1 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的结构及技术方案(图1)：

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包括救护车和院内急诊控制器，

其关键在于：救护车上装载有心电监测器、脑电监测器、血

标本检测仪器、超声检查仪器、信号组网和控制器。心电监

测器、脑电监测器、血标本检测仪器和超声检查仪器经信号

组网后，与控制器的第一输入端相连；控制器的第二输入端

通过第一通信模块连接院外移动智能设备；控制器的第三

输入端连接定位模块：控制器的输出端通过第二通信模块

与院内急诊控制器的输入端相连，而院内急诊控制器的输出

端则通过第三通信模块连接院内移动智能设备；院内急诊

控制器的存储端连接有存储模块。

1．2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技术方案的原理：控制器

将心电监测器、脑电监测器、血标本检测仪器和超声检查仪

器检测到的患者信息整合处理，通过通信模块将患者的信息

传送到院内急诊控制器中，院内急诊控制器再将救护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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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的结构

信息发送到院内移动智能设备和存储模块上；院内医生通

过院内移动智能设备实时了解救护车所在位置，掌握院前急

救患者的基本信息，与院前急救医生进行必要的诊疗交流，

根据院前搜集的病历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并预先制定院内进

一步救治方案。救护车上还装载有音频和视频输入输出设

备，该设备经信号组网，与控制器和院内急诊控制器连接，院

内医生可以通过摄像头诊查救护患者，通过音响和话筒与院

前急救医生进行双向交流；第二通信模块通过公共网络或

手机网络与院内急诊控制器连接。急诊信息控制器和院内

智能设备均设有报警器；院夕P智能设备通过公共网络控制

报警器设置参数，若遇到特别危重的患者，能起到及时预警

的作用，以便院前院内急救系统快速响应。

2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的优点

2．1 院内外急救紧密联动：可实现院前信息第一时间与院

内急救无缝对接，让院内急救医生提前了解院前急救情况，

掌握患者转运轨迹，提前做好患者入院后抢救的相应准备工

作。如院前呼吸、心搏骤停患者，院前院内信息共享能极大

地提高患者救治效率，心肺复苏术亦不断对医疗信息化提出

更高的要求‘“一。

2．2综合优质资源远程会诊：可利用院内急诊的综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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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共网络通信系统对院前患者进行远程会诊，对现场急

救进行技术支持，使患者及早得到专业专科的诊治。美国脑

卒中中心体系即规定可疑脑卒中患者应通过远程医疗会诊

决定患者在不同诊疗级别医院间的转诊¨1。

2．3治疗时间窗的有效把控：对心肌梗死、脑卒中、多发

伤等治疗时间窗要求较高的患者，可大大缩短术前准备时

间，更新的急性心肌梗死诊治指南亦提及，在提前获知患者

相关信息后可指导急救人员于急救车上进行溶栓治疗，或为

患者直接进人导管室、手术室进行急诊治疗提供便利№J。

2．4院内危重症管理体系构建：对需要危重症监护及其他

专科进一步治疗的患者，院内急诊可实时授权相应专科通过

移动终端获取患者院前院内急救信息，使院内诊治一体化，

有利于院内危重症管理体系的建立¨1。

2．5床旁检测再前移：可促进开发更多便捷、无创的检查、

检验设备应用于院前急救，对需要长途转运的患者，大部分

检查、检验在急救车内即可实现，使床旁检测工作再前移，

以利于患者尽早得到精细化治疗。

2．6突发事件的有力保障：在应对重大灾害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时，院前院内信息共享系统可实现临场急救与院内支

援有机结合，快速成立多个流动医疗站，如地震灾害时期方

舱医院¨j、大规模突发中毒事件中批量患者集中处理一』，利

用公共网络通讯系统有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2．7科教研病历资料的补充：利用存储模块保存完整的院

前院内急救病历资料，可用于急诊急救相关专业教学与科

研、急诊急救相关培训、医联体双向转诊的临床实践。

2．8病历电子信息化的发展方向：该信息共享系统利用公

共网络或者手机网络进行信息传递，省时、省力、稳定、可

靠；存储模块可充分利用云存储、云计算技术，方便存储、下

载、读取；开发专有的手机客户端对数据进行查阅、编辑、

传送、会诊响应等操作，符合电子病历发展的需求¨州。

3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的展望

院前急救与院内抢救多分属于不同医疗机构，如何实现

急诊救治一体化。提高急诊抢救成功率，是急诊医学发展面

临的热点、难点。院前急救与院内救治的无缝衔接、广义的

患者健康信息共享、院内医疗技术力量前移对急诊急救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智能医疗、穿戴

医疗等新兴事物的出现。11-13]更多的医疗新科技将运用于

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系统中来，急诊急救专业必将大大受

益。如能实现院前院内急诊信息共享，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当一切以患者利益为主线，彻底解决急诊急救信息不畅之难

题，我国的急诊急救医疗水平终将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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