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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医疗（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ａｌｔｈ）是电子医疗（ｅｈｅａｌｔｈ）的一个重

要分支，指使用通信技术如计算机、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等提

供医疗和信息。近年来，随着３Ｇ业务的普及和医疗与信息通

信技术的融合，为移动医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移动医疗在发

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包括疾病监测、监控、诊疗以及健康管理

等。目前我国也在大力发展和推广移动医疗技术。本文总结了

国内外移动医疗的应用情况，提出我国移动医疗服务的建议。

１　国外移动医疗服务的应用领域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掌上电脑（ＰＤＡ）被广泛应用于医院

的的数据采集，如体温、脉搏、呼吸、血压数据等，可以说这是移

动医疗的雏形。此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人员将ＰＤＡ的优

点融入到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更加方便了用户获取移动

医疗服务。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移动医疗应用在美国，欧洲约

占２０％，非 洲 拉 美 占 １２％，亚 太 地 区 占 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ｅｄｉａ研究了全球市场上８１种移动医疗卫生应用，

将这些移动医疗服务应用分为以下４类
［１］。

１．１　信息／通信　该功能主要为了实现：（１）约诊提醒和治疗

提示。２０１１年 ＷＨＯ调查显示，美国有５８％的地区和欧洲

５３％的地区均通过移动医疗平台进行就诊预约提醒服务
［２］。

早在２００５年英国周日电讯报报道，每年由于失约造成的英国

国家卫生系统成本消耗高达５．７５亿英镑，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Ａｐｐ）的自动提醒功能，可以有效降低成本。（２）测试结果和

患者数据管理。Ｍａｔｔｉｌａ等
［３］为智能手机平台设计了一款名为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Ｄｉａｒｙ（ＷＤ）的Ａｐｐ。智能手机收集并处理用户数据，

然后以统计表的形式反馈给用户。两项研究（一项研究关于减

肥，另一项研究关于健康管理）显示，ＷＤ对于支持意识行为的

健康管理是十分有效的。Ｇｅｒｂｅｒ等
［４］用移动电话的短信服务

（ＳＭＳ）作为肥胖人群的每日生活干预措施，结果显示干预措施

有效。美国新西泽西州的赫利南医学中心为方便医生获取病

理信息，设计了一款名为 ＭｉｃｒｏＨｉｓ的Ａｐｐ，医生通过手机下载

患者的Ｘ光诊断以及心电图诊断结果。（３）健康信息。艾克

龙儿童医院推出儿童护理 Ａｐｐ———Ｃａｒｅ４Ｋｉｄｓ，它不仅提供医

院信息，还为家长提供患儿的用药史、过敏史及健康保健知识。

１．２　监测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监测患者情况和位置。

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将移动医疗应用到慢性病的管理中，实时监

控患者的生命体征。Ｍｏｒｏｎ等研究了基于智能手机持续地监

测患者在室内外环境下的健康状况。Ｊ２ＭＥ（ＪａｖａｍｏｂｉｌｅＥｄｉ

ｔｉｏｎ）用来检测蓝牙网络，并连接到３Ｇ手机。手机用于收集有

关患者位置和健康状况的信息，假如一些数据低于或者高于既

定的正常值，这个数据将会以短信形式传送给医生。此外，

Ｇｕｅｒｒｉ等为腰背综合征患者研发了一款Ａｐｐ，它能够在任何环

境中以一种舒适的方式评估患者的肌肉状况。在美国加州，一

款名为“自我量化专家”（ｓｅｌｆｑｕａｎｔｅｒｓ）的 Ａｐｐ被推出，用户佩

戴手表式无线血压监测器，全天候测量并记录自己的血压曲线

图，用睡眠监控仪监控睡眠时的呼吸状态，再把收集到的各种

数据传到网站，形成个人健康曲线，并能够得到来自专家的建

议。（２）药物遵从性。在泰国，医务人员会定期打电话给肺结

核患者，提醒患者服药，通过这样的方法，患者的药物遵从性达

到９５％。（３）医疗物资或者设备的实时连接。美国高通公司推

出了家庭中心平台，它通过检测仪器感应到不同厂商的设备信

号，包括血压检测仪、血糖检测仪等，然后将信号发送到云数据

库供医疗人员参考。

１．３　监控　监控类应用部署最多的地区是在欠发达国家，因

为这些地区传染病的爆发比较常见。它包括预防疾病发生、灾

害救援、确定医疗员工位置，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

生。移动医疗跟踪疾病的功能被用于印度等地方的疾病预警

系统，它支持公共卫生人员监测传染病的蔓延情况［５７］。Ｌｉ等

研究了基于手机的ＳＭＳ在发展中国家控制流感蔓延的作用，

结论指出移动电话可以提供有效、可靠的健康信息。肯尼亚采

用ＳＭＳ提醒艾滋病患者正确服药，患者对该疗法的依从性提

高了１２％。实时的数据不仅加速了卫生信息流通速度，也降

低了卫生费用，在一定程度减轻疾病的蔓延。

１．４　诊断　它分为诊断支持和远程医疗两个方面。通过移动

医疗服务，患者在家里就能接受医生的诊断，而不再需要直接

面对医生。当然患者的手机里必须装有特定的软件，患者根据

软件的提示进行选择，例如症状、患者的图像，该信息就会传送

给医生，医生根据患者的描述提供诊断和治疗建议。Ｋａｍａｌ

等［８］将远程技术用于患者体温的持续监测，这减轻了医务人员

工作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美国已有３８个州的远程医疗

网可跨州实现多家医院连接，缺少放射专家的小医院将数字化

的Ｘ光片上传至商机医院进行诊断，半小时内就可以得到诊

断结论。此外，２０１１年２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首

次允许医生使用ｉＰａｄ和ｉＰｈｏｎｅ查看医疗图像，并据此做出诊

断，ｉＰａｄ和ｉＰｈｏｎｅ将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

（ＭＲＩ）以及其他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使用
［９１１］。

２　国内移动医疗服务现状

现有的移动医疗模式大多数是将移动功能植入现有产品、

增强吸引力的渐进式改进模式［１２］。我国移动医疗模式就是将

移动功能植入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也有主流移动运营商加入

到该领域，目前的移动医疗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电子病历和无线查房应用　当前医生迫切地需要摆脱携

带大量纸质病历材料到病房查房的医疗模式，通过无线技术和

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访问电子病历，

快速、准确地获取相关诊断和处置信息以及下达新医嘱。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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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型三甲医院开始移动医疗的实践。２０１１年解放军第

３０９医院开始在全院医生和护士中使用智能平板设备进行移

动查房和护理，不仅简化了工作流程，也能提高工作效率［１３］。

此外，江苏省无锡市部分医院使用带ＰＤＡ功能的手机，这样就

能与 ＨＩＳ交互信息，实现即时记录信息，书写病历，下达医嘱

的功能。

２．２　移动护理工作站应用　目前大部分医院都没有对护士的

工作进行记录和跟踪，以至于发生事情后都无法查找究竟是哪

个环节出现问题。护士通过平板电脑和３Ｇ网络与医院的整

套信息系统相连，只需手指一点，就能清楚地知道患者的病史、

体温、服药情况等，同时相关的信息也将同步录入医院系统

中［１４］。护士通过移动终端扫描患者腕带与药袋或输液袋上的

条形码，由信息系统自动与医嘱进行核对、签名，系统对不匹配

信息进行提醒，确保了给药的正确性［１５］，实现护士床边的三查

一对，包括医嘱执行、护理评估等，不仅能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

还能防止失误。

２．３　移动远程诊疗　远程医疗技术已经从最初的电视监护、

电话远程诊断发展到利用高速网络进行数字、图像、语音的综

合传输，并且实现了实时的语音和高清晰图像的交流。医生突

破地理范围的限制，利用高清摄像头为患者进行远程会诊，共

享患者的病历和诊断照片。中日友好医院充分借鉴了日本等

国际上先进的远程医学技术，建成了国内一流的远程医学中

心，实现快速、准确、高效、经济的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和医疗技

术帮扶，对医疗资欠发达、欠均衡地区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无锡市部分医院使用带ＰＤＡ功能的手机，可

以通过共享医学检验图片，实现远程移动会诊。

２．４　社区健康管理应用　中国移动结合用户的需要，利用网

络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的个人健康管理服务成为家庭、社区医

生和专家医生间快捷的沟通方式。广州东莞的中国移动建立

了智慧医疗管理系统。该系统为居民提手机预约挂号，健康信

息服务，视频探视ＩＣＵ病房或者新生儿室，远程监护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通过构建的移动社区健康信息管理平台跟踪患者的

健康记录以及根据用户需求将体检结果发送到手机或者邮箱。

２．５　其他　通过射频识别技术（ＲＦＩＤ）系统实现对设备的定

位、追踪及状态的即时管理等应用，从而达到简化工作流程，提

高整体工作效率的目的。如对药品管理、分发输液、标本采集

及处理等。婴儿佩戴的ＲＦＩＤ标志环可以识别婴儿身份和防

盗。同时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医疗 Ａｐｐ提供医生推荐、预约挂

号等服务，其中“春雨掌上医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医疗Ａｐｐ。

３　启　　示

３．１　转变医疗服务对象，扩大移动医疗服务范围　目前医院

的大多数移动医疗服务以 ＨＩＳ为中心开展，其涉及到医疗服

务的各个流程。但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移动运营商的

加入，医疗信息化的移动医疗服务能力和对象应该由医院的内

部管理和生产扩大到医疗的社会化服务［１６］，体现移动医疗“以

患者为中心”的理念。一方面个人用户需要更为快捷和人性化

的服务。移动医疗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慢性病管理，

包括糖尿病、慢性肾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而在我国慢性病

的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医生利用普通终端实现患者的生命体

征的数据收集是慢性病管理的重要途径，再进一步构建基于

“私有云”的个人健康档案，实现用户健康管理，还可以将短距

离无线技术整合到移动终端，让患者随身携带传感器，实时监

测生命体征。另一方面医疗提供者则需要逐渐改变原有的服

务模式，用移动医疗简化医疗服务流程。医院可以推出官方

Ａｐｐ，用户在手机上就能查找就诊线路、医院引导、医生信息

等。此外，还可以与银行合作，推出手机支付诊疗费的项目，真

正达到方便用户的目的。

３．２　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移动医疗服务　移

动医疗的用户群体包括患者和医生［１２］，但他们的具体需求却

不相同，所以要针对二者提供差异化的移动医疗服务。从患者

角度来说，其需要关于疾病、药品和治疗方法等信息。比如用

手机预约挂号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等移动工具选择自己所

需要的医生。此外，青年人和老年人所需服务又不相同。前者

更多需要疾病预防知识，可以通过手机与固定的在职医生沟

通，该医生将为患者提供健康管理、健康咨询与预约就医等一

站式服务。而后者中慢性病患者较多，需要借助移动医疗提供

用药提醒、生命体征监测等。从医生角度来说，其需要的是新

的治疗方法、手术过过程和临床指南。利用远程医疗就可以为

偏远地区的医生提供手术观摩等。

３．３　强化用户意识，培养用户的黏附度　移医疗服务的目的

在于普及预防保健知识，而不是生病的时候才进行治疗。移动

运营商不断下降的资费为普及保健意识提供了可能。一方面

将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网络运营商短信服务的便捷、高效、覆

盖人群广等特点整合到移动医疗中。网络提供商利用短信定

期为用户提供免费的健康知识讲座通知、新技术项目介绍、医

疗优惠项目等，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和改善用户体验。另一方面

推出针对各类用户的定制服务，比如通过短信的方式为患者提

供挂号预约服务或者专家的详细信息，为老年人提供服药提醒

和就诊提醒，为孕妇提供孕期检查提醒，为产妇和婴儿提供保

健知识。让用户或者患者接收到移动医疗带来的医疗咨迅，推

动患者改变医疗保健的概念，更好地管理自身健康。此外，运

营商需要有信息安全意识，不仅要确保所提供健康信息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还需要确保用户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３．４　加强合作，促进技术融合　移动医疗的发展离不开通信

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移动终端制造商、软件开发商以及医

疗机构的合作。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懂技术的人不懂医学，而懂

医学的人又不懂技术。首先，应当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其次，

技术方应该设置专门的医疗部门，聘请医学专家组成咨询委员

会，负责医疗健康相关的研发及合作管理工作，并在各个环节

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确保健康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然

后，作为用户的一线医生则要善于发现移动医疗中的问题，将

需求和问题及时反馈给技术方，使用户需求、医学知识和技术

更好地融合。最后，将云技术融合到移动医疗服务中为用户提

供基于“私有云”的无线医疗服务，方便用户随时获取自己的健

康信息。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改革都

成为重要话题，如何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和

降低成本是全球的热点问题，而移动医疗低成本、高效、快捷等

优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并且移动医疗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传统医疗模式。我国移动医疗产业仍处于

初级阶段，还需要政府、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移动终端制

造商、软件开发商以及医疗机构通力合作。随着我国医疗信息

化建设的推进，移动医疗展现出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值得

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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