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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紧急医学救援的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 

建设及应用

陆慧菁  林建权  杨勇  江慧琳

【摘要】通过研究突发事件下的紧急医学救援业务场景，设计了一种基于 5G 专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城市
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该平台通过优化信息流转和资源集结效率，实现了救援信息在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
之间的实时共享与快速衔接，从而大幅提升了救援效率和指挥决策的精准度。该平台涵盖紧急医学救治时院前
急救指挥涉及的预警监测、专家集结、物资调派、急救车调派、患者检伤分类、院前转运与信息归集，以及院
前院内救治协同等多个场景，确保能够在突发事件中有效统筹救援资源，实现前后端的无缝对接和协同作战，
在提升急救效率、优化资源管理和强化决策支持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还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提供了科学有效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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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tudy of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operation scenarios, a city-level pre-hospital and  

in-hospital information exchange platform was developed, leveraging 5G private network, Internet of Things (IoT)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By optimizing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resource aggregation, the platform realizes 

the real-time sharing and rapid connec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between pre-hospital and in-hospital emergency 

services, thus grea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mergency service and the accuracy of command and decision-making. 

The platform covers various scenarios, including early warning and monitoring, expert panel availability, resource 

allocation, ambulance dispatch, patient triage, pre-hospital transfer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s well as coordination 

of emergency medical treatment efforts in both pre-hospital and intra-hospital settings during emergencies, ensuring 

that emergency service resources can be effectively coordinated in emergencies, seamless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operations can be achieved at the front and back end. It has shown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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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灾
难性突发事件形势日趋复杂，紧急
医学救援服务的挑战愈发严峻。院
前急救与院内救治的连贯性对提升
伤病员的生存率至关重要。信息互
联互通不仅保障了紧急医学救援工
作的时效性和连贯性，更是建设城
市级急救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撑。
2020 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制
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加强
院前医疗急救信息化建设，推动院
前医疗急救网络与医院信息系统连
接贯通，完善院前院内急救衔接机
制，推行急诊急救一体化建设。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医院智慧服
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要
求：“急救衔接，实现与院前急救
系统的数据对接，支持救护车与医
院的远程交流，医院可获取救护车
中采集的患者信息；医院与区域急
救平台对接，患者病情可实时传递
给医院”。《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
估标准体系》[1] 进一步明确了医院
与院外急救体系信息共享能力的重
要性。本研究基于 5G、物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的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
互通平台，通过优化信息流转和资
源集结效率，实现了救援信息的实
时共享与快速衔接，大幅提升救援
效率和指挥决策的精准度。

1 紧急医学救援现状分析
我国急救服务体制多样，存在

院前院内结合型、独立型和综合指
挥型等多种院前急救响应模式 [2]。
例如，广州市由急救指挥中心统一
指挥调度，北京市由独立的院前急
救部负责施救，上海市由院前急救
部和协作医院共同完成 [3-6]。尽管
我国不同的城市采取不同的急救模
式，但整体上来说，院前急救的生
命绿色通道已基本打通。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广泛应用在城市院前院内信息互通
平台建设中 [6]，当前已有一些相对
独立的成功应用案例，例如，河北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基于 5G 的边缘
云建设院前急救协同平台，成功与
救护车辆、无人机等急救设备对 

接 [7]；潍坊市中医院基于互联网 +

智慧急救平台，有效提升了急性心
肌梗死院前急救效率与成功率 [8]。

然而，突发事件不确定性高，
通常需要多部门联合救援，具有救
援队伍多、物资需求量大、信息分
散等特征，前后端的资源统筹、任
务进程、指挥调派等环节都存在信
息不同步、不一致等问题，给指挥
医学救援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1.1 缺乏基础网络条件，院前院内
信息互通平台互通能力不足

现场情况、设备数据、患者生
命体征及临床症状等信息快速共享
是统筹指挥与救治协同的重要基
础。指挥中心与医院急诊互通能力
不足，指挥中心与公安、消防等机
构的数据互联互通也存在一定的提

升空间。
1.2 信息的流转、共享与辅助决策
等智能化功能得不到应用

卫生行政部门或急救医疗指挥
中心无法实时了解本地区医疗资源
情况和物资装备的出入库情况，无
法实时获取市级医院急诊医疗数
据和救治信息，无法及时调配救援
资源。
1.3 群死群伤事件中患者救治信息
分散，影响救援指挥决策

大型群体死伤事件中通常有多
家医疗机构分散救治，救治方案和
救治结果由各医疗机构自行安排，
伤员信息记录方式原始，伤员众多
的情况下无法掌握后续去向，导致
医院急救信息无法有效传递，没有
形成院前院内救援网络，不利于指
挥部门统筹与决策。
1.4 技术标准不统一，信息安全存
在隐患

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
采用的信息传输设备和软件存在差
异，导致信息格式不兼容，难以实
现无缝对接。信息流转贯穿多个机
构，患者信息涉及隐私，在信息传
输过程中存在被泄露、篡改的风险。

2 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建设
规范高效的城市级院前院内信

息互通平台，不仅能够提升日常医
疗任务的急救效率，而且在重大
安全事故发生后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 [9]。院前院内信息互通一体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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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有利于支撑突发事件现场前后
端的信息同步，对重伤患者提供伤
情监护与远程指导，实现指挥中心
与事件现场共享实时信息，提高指
挥决策精准度，并在发生突发事件
需要紧急医疗时，提升人员队伍与
物资的集结效率，最大程度保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1 平台设计

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
围绕着 120 指挥调度中心和救治医
院两个运营主体，通过异构网络对
接实现患者医疗数据共享互通，支
撑院前急救、紧急医学救援两个领
域开展“平急结合”的融合协同 [10]， 

以及各场景间的业务协同与操作
实践。平台设计见图 1，主要包括
120 指挥调度中心、急救车转运途
中、救治医院等 3 大业务场景。平
台依托 5G+ 物联网的数据采集开展
全流程的患者生命体征数据，弹性
灵活、保密性强的 5G+ 切片分组
网（slicing packet network, SPN） 

专网切片，以及大数据分析与辅助
决策等信息集成技术，通过统一接
口标准，打通 120 指挥调度中心与
救治医院之间的壁垒，搭建“固移
融合”的城市急救网络，实现院前
紧急医学救援与院内医疗信息的互
联互通，实现院前院内急救急诊衔
接，进一步提高区域急救协作和应
急指挥联动能力。
2.2 网络架构

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
连通 5G 专网与 SPN 专网，平台网
络架构见图 2，形成“固移融合”
的整体安全切片网络，满足业务的
安全隔离，保障数据安全和数据链
路稳定，提供应急通信的机动性与
临时性，满足应对突发事件时快速
建立救援通道的诉求。① 120 指挥
调度中心内部建设业务专网（专线
或虚拟专线）连接各分中心，实现
跨区域协同指挥调度。②利用 5G

客户终端设备（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CPE）搭建车载无线网

络，连接视频监控、体征监护、远
程会诊和病历传输等应用终端，实
现患者生命体征数据及救治数据
的采集。③ 120 指挥调度中心基
于 5G+SPN 专网与救治医院连接，
结合 5G+ 物联网专网，将院前救
治数据共享给后端院内医生、远端
的救治专家、志愿者或目击者，实
现多方协同救援救治。④救治医院
将患者入院后的救治数据、愈后数
据，通过专网共享给 120 指挥调度
中心，实现救治工作质控闭环。

3 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功能
3.1 院前急救资源统一调度

通过大数据对就近的救援队
员、医疗专家进行定位寻找及派发
任务，在预警监测、专家定位与集
结、物资调派与集结、5G 急救车
调派、患者检伤分类与急救信息、
院前转运与信息归集等场景中，救
援物资仓库进行物资调派。通过物
联网终端设备自动采集全过程的救
援数据，支撑前后端指挥官的决策。
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模式与多学科协
作运营管理模式的无缝切换，提高
“平急结合”的区域急救协作与应
急指挥联动能力，提升突发事件的
统筹指挥能力与患者救治能力。
3.2 院前院内急救数据协同

在院前急救下，急救车数字化
升级，可在急救车上自动挂号、提
前预检分诊，在 120 指挥调度中心
的统一调配下，为疑似卒中、胸痛
等危急重症患者开启“急诊绿色通
道”，优化转运流程，实现院前急
救和院内急诊资源统一管理，使院
前、院内衔接更加流畅，缩短患者图 1 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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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时间；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场
景下，重塑紧急医学救援流程，整
合医疗救治资源。120 急救医疗指
挥中心通过统一接口标准实现急救
业务，将患者急救信息数据发送至
相关医疗机构。院前急救数据主要
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就诊
号、身份证号、病情等级、联系方
式、患者生命体征数据、车载医疗
影像数据等，为医疗机构进行急诊
救治提供参考。城市级院前院内信
息互通平台进一步规范了院前急救
和院内急诊的数据标准，通过 5G+

物联网直接将患者数据上传至平台
指挥中心，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指
挥中心，实时查看患者急救车救援
情况，包括车载生命体征、车载定
位，为及时急救进行准备，形成信
息闭环。
3.3 院内急诊协同与愈后跟踪

在患者未达到医院前，平台已

通过调用统一接口标准，直接在调
度医院进行快速建档和急诊分级，
医院内可通过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
台实时查看患者车载数据，包括患
者生命体征、心电图等，以及通过
车载影像查看急救过程，为患者到
院后急救治疗做好充分准备。患者
来院后，院内分诊护士通过平台发
送的 120 患者信息对患者进行一键
分诊，合理分配资源，使急诊患者
得到更快速、适当的诊疗，减少等
待时间，实现精准化的指挥救援处
置工作。经过院内预检分诊、医嘱
下达、病历记录、患者接诊、抢救
措施、留观等各环节后，根据数据
上传标准和安全策略，及时将患者
院内预检分诊、医嘱、病历、接
诊、抢救、留观、愈后等各环节数
据上传至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
实现对患者从急救到康复的全周期
管理，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的连贯

性和有效性。

4 应用效果
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

的投入使用，为不同的业务应用场
景提供了共享互通和融合协同的能
力，显示出高度的实用性。例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基于信
息互通平台建立急诊绿色通道应
用，通过物联网定位技术、集成医
院信息化和借助移动 PAD 等提升
了时间采集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
人工记录的工作量，实现了对院前、
院中急救各个环节的流程监控和急
诊绿色通道的质控管理。
4.1 打破数据孤岛，实现院前院内
信息互通

在院前急救场景下，急救车数
字化升级实现车上自动挂号、提前
预检分诊，在 120 指挥调度中心的
统一调配下，为疑似卒中、胸痛等

图 2 城市级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平台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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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重症患者开启急诊绿色通道，
优化转运流程，实现院前急救和院
内急诊资源统一管理，使院前、院
内衔接更加流畅，缩短患者救治时
间；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场景下，
重塑紧急医学救援流程，整合医疗
救治资源，填补信息盲区，解决因
信息缺失造成的预警不足、集结流
程不畅、决策指挥信息不足等问题，
以更好地配合紧急指挥中心，为患
者保驾护航。
4.2 智能化紧急医学救援管理

基 于 5G+ 物 联 网 交 互、
5G+SPN 专网切片、物联网的数据
采集、大数据分析与辅助决策等信
息集成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原来救
援处置中指挥中心“看不见、摸不
着”的信息痛点，避免了因信息缺
失造成的指挥决策困难，减少了信
息传播过程中的安全泄露，用最小
侵入的方式完成精准化的指挥救援
处置工作。
4.3 规范救援管理，健全医疗卫生
机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

巩固和发展部门配合、军民融
合、资源整合的紧急医学救援协调
联动机制，完善紧急医学救援预
案管理，规范紧急医学救援的预
案启动、应急响应终止和总结评
估等工作。

5 总结与展望
建设紧急医学救援的城市平

台，建立全网信息共享、监测预警

与持续改进机制，不仅是智能急救、
医学信息学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需
要，更是提升突发事件的统筹指挥
能力与患者救治能力的有力保障。
面对城市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不
断增长的业务需求，院前院内信息
互通平台在推广及应用过程中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平台需要
对接电子病历、车辆管理和急救培
训等系统，和医院现有业务系统对
接时存在接口与协议不一致的问题
亟待解决。其次，整个平台的高效
应用，特别是紧急医学救援事件中，
急救中心与分中心、院内与院外快
速进入救援状态，救援体系的高效
管理仍面临挑战。最后，平台网络
架构庞大，需要通过集中化智能网
管控制器实现业务端到端的统一管
控、快速业务发放以及故障提前预
测，建设成本及后期维护费用较高。
随着越来越多智能急救平台的改造
建设和投入使用，应持续探索平台
在设计、开发、测试、应用和维护
等方面的标准建设，进一步提升平
台的规范性、合理性、开发效率和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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