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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区试点联网共享患者就诊信息

一卡在手，各级医院通用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钢

每次就诊情况

自动存入档案

“大夫，我便秘好几天了，小
便也解不下来。”21日上午，家住
制锦市街附近的董衍敬老先生来
到制锦市卫生服务中心。他一边
陈述病情，一边将自己的居民健
康卡递给接诊医生刘红玉。

刘红玉将老人的健康卡放在
读卡器上轻轻一刷，几秒钟后，老
人的健康档案就在电脑屏幕上弹
了出来。“老人72岁了，从其健康
档案看，并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系统里清楚地显示出老
人大大小小的就诊记录及具体病
情。“每一次就诊后，就诊情况会
自动存入健康档案。”

“这些就诊记录不仅有社区
机构的，还包括在二级、三级医院
的。”天桥人民医院院长刘松介
绍，自今年5月开始，该院全面实
行居民健康卡，和其所属的12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现联网，同
时与居民健康档案系统互联互
通，实现数据共享。“从11月开始，
我们又正式与山大二院实现了联
网。”

刘松介绍，这种联网带来的
便利主要是居民持卡到联网医院
就诊时，医生可以刷卡调阅其健
康档案，准确了解其既往健康状

况，为诊治提供依据。

向大医院转诊

可以优先就诊

除了各级医院可以共享患者
的健康信息外，实现联网后，患者
还可以更便捷地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资源。“经过诊断，董衍敬老人
患的是尿潴留，我们这里治不了，
需要转到三级医院。”制锦市卫生
服务中心负责人桂珺表示。随后，
他们开出了转诊单，将老人转向
联网医院山大二院。

“我们这边在网上开出转诊
单后，山大二院那边就能看到，他
们会提前做准备，以便转诊患者
优先就诊。”为了能进一步完善流
程，桂珺与天桥人民医院信息科
主任岳婷陪着董先生一起赶到了
山大二院。“我们到医院时，山大
二院已经安排了导医在等候，患
者立即到门诊就诊。”

在山大二院泌尿外科门诊，
孙文东医生将董先生的就诊卡一
刷，其健康档案和就诊信息都显
示了出来，包括刚刚在社区卫生
中心的诊断。“山大二院的专家给
患者插了尿管，经过治疗，患者很
快就可以转回去了。”于是，董先
生的就诊情况又转回到了社区卫
生中心。

“这种方式的好处，除了患者

可以在大医院优先就诊外，我们
下级医院还可以享受到上级医院
的医疗资源。”刘松说，上级医院
专家治疗方案，下级医院医生可
以看到。

区内医疗机构

计划逐步联网

天桥区的居民现在到辖区内
各医疗机构是否都能享受到这些
便利？“目前还不行，我们现在只
是选取了天桥人民医院和其所属
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试
点。”天桥区卫生局社区卫生管理
科科长孔德坤说。

孔德坤表示，天桥区辖区内

共有46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还
有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省交通
医院、省肿瘤医院(东院区)等多
家大医院，下一步，该区计划有步
骤地将联网逐渐覆盖到辖区内的
所有医疗机构。

孔德坤说，这可能需要一定
过程，推行这一模式难点主要在技
术上。“现在各个医院的HIS系统(信
息管理系统)各不相同，要实现对接
需要解决技术难题。”除此之外，政
府资金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全省推广

或有借鉴意义

为实现居民健康信息共享，

方便患者就医，卫生部提出建立
规范的居民健康卡。今年10月，我
省也提出启动居民健康卡工程，
推动电子病历在县域内、市域内
乃至省内实现信息共享。

“要想在全省实现居民健康
信息共享，关键是要建立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否则推广起来很
难。”省城一三甲医院信息科负责
人表示，现在各医院的信息管理
系统千差万别，要一个个对接可
行性较低。

该负责人表示，“从上海等一
些发达城市看，一个区实现卫生
信息共享是比较可行的，因此在
当下，天桥区的模式有一定借鉴
意义。”

看一次病换一本病历，看病情况不能完整记录，这是许多市
民的切身感受。这种情况在天桥区将有所改观。近日，天桥区正
式开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信息化三
级联网与双向转诊系统。患者只需凭一张居民健康卡就可实现
电子病历在联网医院共享，并可全程记录就诊情况。

只要一刷居民健康卡，其健康档案和在各级联网医院的就诊记录将会呈现在医生的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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