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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梳理国内外智慧医疗相关概念和发展背景的基础上，阐述其技术与应用体系，基于物联网架构
，全面介绍智慧医疗相关的关键技术和典型应用。
全书共三篇，基础篇阐述智慧医疗的发展背景和基本概念，介绍国内外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现状，重
点分析物联网背景下智慧医疗的发展趋势和挑战；技术篇着重介绍智慧医疗体系架构及其关键技术，
包括医疗传感技术、无线及有线连网技术和云计算等信息处理技术，总结智慧医疗的技术特点和发展
趋势；应用篇提炼出智慧医疗的典型业务应用场景，分析其商业模式，介绍国内外最近实施的若干典
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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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通过智慧医疗相关技术，可以方便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记录，使得开展个性化程度
的健康管理成为可能。
居民的个人健康档案资料，包括儿童出生的情况、疫苗接种的情况、中老人慢性病的情况、医院就诊
记录及诊疗记录情况等。
无论在基层就医或者到大医院就医，医疗健康服务人员马上可以了解患者的病史，避免更多重复的医
学检查，提高了效率并减轻了患者的支出负担。
 ③院前急救是急救医疗服务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抢救患者的前端步骤，院前急救工作直接关系到患者
生死存亡，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社会性。
急诊抢救的最黄金时间就是发病后的6小时，通过电子健康档案第一时间获取患者的患病史，有助于
有针对性地进行诊治准备，更好地把握急诊抢救的黄金6小时，从而最有效的挽回生命，提高抢救成
功率。
 ④在新医改的推动下，需要实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一些民营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与大中型医院多
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建立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制度，探索开展社区首诊制，促进大中型医院与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形成业务联动、优势互补、疾病诊治连续化管理机制，最终实现小病在社区、
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和家庭的就医格局，这将是实现全国卫生资源合理使用的有效途径。
 以上业务需求的关键点就是信息共享与沟通，这都有赖于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医疗的全面覆盖。
但如果没有电子病历及电子健康档案的基础信息，智慧医疗可谓无源之水。
因此实现基础信息的统一和标准化，实现各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是全面实现智慧医疗的基
础。
 3.1.2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也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社区卫生服务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卫生体系的最前端，建立个人健康档案
，分析个体健康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针对个体差异制订保健计划，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个性化健康
服务，增进健康行为，降低患病风险，是社区卫生的主要服务内容。
 社区卫生机构以全科医师为骨干，以健康为中心，主要针对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残疾
人等人群，以预防、保健、医疗、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以及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
慢性病的质量和康复服务为主要内容，满足所谓“六位一体”（集预防、医疗、保健、健康教育、康
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于一体）业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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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医疗技术及其应用》可供医疗卫生行业从事信息化技术与应用工作的从业人员，
以及信息通信行业的物联网研发人员和IT系统集成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物联网和医疗信息化
等相关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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