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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联网”一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2009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 IBM 首席执行官提出的“智慧地球”构想提升到国家级发展战略 

层面。指出物联网是美国在 21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欧盟执委会、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组织也相继发表 了物联网的发展计划书，涉及医疗、城市交通、 

物流等各个领域。在我国，物联网也已正式列为国家战略，并补纳入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物联网已经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一个重要科技发展，研 

究物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医改进程中注重制度建设和技术应用的结合，构建 

新型的物联网时代的卫生医疗服务模式也是医改的一项重要任务。 

物联网：从概念到应用 

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在((ITU2005互联网报告：物联网》中，正式提出物联网 
的概念。即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 

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 

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物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又 
一 次飞跃，未来的网络不再是虚拟的世界，包括所有人和物在内的各种实体也将拥 

有自己独立的信息标签(即RFID电子标签)，转化为可识别的信息后，在遍及全球的 

网络上传播，实现自动识别，信息互联与实时共享。具体到医疗领域，就是将社区居 

民、患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在就医过程中所涉及的药品、医疗耗材、仪器设施等的各 
种信患接入网络，其中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够通过任何的网络，获取 
所需的信息与个性化的服务。 

自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提出“感知中国”的构想，并随后将物联网正式列为 

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以来，其在国内的发展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华社发布 

的 009—201O年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市场规 
模达1716亿元，预计至201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75O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2009年 1 1月2 3日，中国电信物联网应用推广中心和中国电信物联网基础实 
验室在无锡挂牌成立，中国移动也在无锡成立了无锡物联网研究院，成为首家搭建 
好实验平台的运营商。刚刚过去的2010国际电信展上，智能医疗、智能农业、智能交 

通、节能减排、移动支付、防灾减灾、物流等物联网应用在展会上亮相。中国电信还特 

别开发了物联网 RFID手机一 翼机通。北龙中网公司也推出了首个中文编码技术 
标准，这意味着物联网正从数字编码进入中文标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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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对卫生医疗领域的重大影响 

在未来的卫生医疗领域，物联网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观念上的革 
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物联网的应用，将改变 “求医问药” 
的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确立患者在医疗服务串的核心地位 从就医前环节看，物联网 
将整合各个医疗机构的信息，患者可以通过任何一个网络终端进行准确的预约挂 

号，甚至可以在进入医院之前，实现远程诊断，进一步为就医提供便利。从就医过程 

看，从患者进入医院开始，即拥有特异的电子身份标识，其在医院的一切行为 ，包括 
取用的药物、所作的检查等都会记录在个人的电子病历之中，经过医疗保险机构的 

核实，医疗费用将通过网络直接从对应的患者账户中予以扣除，免除了往来奔波之 
苦。由于医院中使用的药品、辅料 、医疗耗材等，从出厂即拥有独立的电子标签，从生 

产到使用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跟踪。就医后，患者能够清楚的查询药 
物 辅料等的生产地 流通过程 市场价格等信息，从而杜绝了价格不公、一次性耗材 
重复使用等问题的发生。这一转变，使得医疗行为透明化，消解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患者成为医疗行为的主体，对医疗单位、药品生产企业等服务提供方形成有效 

监督。 

2、便利实现医疗行为的数字化、智能化、人性化。物联网的应用，也为医院工作 

人员提供了便利。由于每位患者独立的身份标识与其电子病历一一对接，医护人员 

只需通过患者的RFID电子标签，就可以迅速了解病人的过敏史、既往病史等，保障 
患者的安全，减少重复性工作。患者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可以利用网络来收集病人的 
心率、血压、心电图等各种数据，对病人病情进行 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及预警，随时 

掌握患者需求，实现现代化、人性化的服务 医院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实 

现对医院员工、医院库存、患者档案、机房重地、医疗垃圾等的有效管理，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为医院发展方案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促进完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健康管理网络。在新的医疗模式下，医疗卫生服 
务的重心要从消除疾病、减轻痛苦，向维护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方向转移，这就要求 

政府的关注点要从大医院向社区集中。物联网在社区的应用，将十分有利于居民健 

康管理工作的完善。第一，在健康档案方面，加强了与居民的互动。以往的健康档案 

建立常常是由下自上单向收集，居民只是被动的向社区工作人员提供资料，却无法 
得到自己关心的信息。而在物联网时代，居民可以在任何一个计算机终端登陆自己 
的健康账户，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及以往的就医经历，查看相应的生活行为指导方 

案。或将自己的需求反馈给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线上交流。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网 

络解答居民疑问、为有需要的患者转诊、并向不同的人群发布差异化均保健信息，贴 

近居民生活，传递健康观念 第二，在老龄化的趋势下，慢性病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居 

民健康的第 位疾病。慢性病的发生多与生活方式有关，且病程长，维持阶段主要依 

靠社区和家庭。工作人员能够通过物联网，为健康居民提供生活行为指导，为高危人 
群制定筛查方案，为重症患者提供 24小时的病情监控服务及康复指导，将三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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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应用于慢性病的管理之中。第三，社区档案还可以起着传染病监控的作用。工 
作人员通过网络，可以快捷的向上汇报传染病病例、向社区居民报道疫情流行的最 

新趋势，并与定点医院建立即时联系，提高对突发疫情的应对能力。 
3、便于政府从宏观层面整合信息，优化配置。医疗领域的物联网搭建完成后，政 

府可以及时掌握所辖区域的居民健康状况、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卫生服务需求情况 
等，对卫生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协调卫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进行合理的区域卫生规 
划。并利用整合的数据，了解居民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传染病的流行规律、城市卫 

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健康发展规划、完善传染病监控预警机制、建立应对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物联网还能够实现对医疗相关产业，如药品、医疗耗材、医疗 

器械等的生产企业、流通行业的全程监控，便于从源头上管理医疗产品的质量安全。 

机遇与挑战 

物联网将在各个方面影响居民的就医与保健行为、医疗机构的服务提供行为， 

以及未来的卫生政策，它的推广也需要管理上的创新与变革。 
其一，新一轮医改方案的推进无疑是物联网在卫生医疗领域发展的重要机遇。 

新医改的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是否解决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在解决“看病难”方面，物联网的应用使居民可以用个人电脑、社区信息服务终 

端、甚至手机网络来实现个人账户登录，进行随时随地的预约挂号、在线咨询、查看 
自己的健康状况、获取个性化的预防康复指导；在医院中，挂号、划价、收费与报销将 

经由网络直接进行，大大简化了就医流程，缓解了排队问题。在解决“看病贵”方面， 
物联网使医药生产一流通一销售的各环节都展现在公众面前，不仅对药品加成产生 

有效监督，也对用药安全起到保障作用。就医行为的每一笔费用通过医保部门即时 
审查后自动进入报销环节，对于不符合报销原则的单据将及时反馈至医患的服务终 
端，并通过数据库生成相似情景下其他医生的处理方案供参考。既有利于医保部门 
对医院的监督，又有利于统计临床常用药品的使用情况，动态更新基本药物目录。 

其二，物联网带来的是资源的整合与信息的共享，最终带来信息公开化、行政透 

明化，使公众成为政府决策、医疗体制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医疗信息领域并 
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数据公开度不足，如医院的绩效考评，结果仅是医院内部和相关 

行政部门持有，一般民众很难获得相关数据。物联网的出现将把民众作为服务提供 
体系的核心纳入系统，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利于医院之间相互竞争学习，提高服务 
提供的水平。此外，物联网在卫生医疗领域的普及，将会改变传统的行业格局。如前 
文所述，物联网的发展要求药品、医疗耗材、仪器设备等等相关产品信息全部接入网 

络，从原材料进入工厂到成品应用于患者身上，全过程都将在网络上留下可查询的 

记录。这也意味着，相关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将实现公开、透明，完全暴露在公众的 
监督之下。 

其三，物联网领域也应鼓励私人参与，促进良性竞争。然而，Ic卡、RFID标签、 

HIS系统一旦在卫生医疗领域得到应用，难免会带有一些公共服务的性质。特别是 

卫生医疗领域正经历着“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的改革，未来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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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因此，政府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避免卫生资源向大城 

市、大医院过度集中，防止数字鸿沟带来居民贫富分化的加剧。将物联网技术与社区 

卫生服务、医疗保险相结合，使居民能够切实享受到物联网带来的便利。 

物联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了一些新的问题，相关产业是否能够与医疗领 
域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公开，管理部门是否能够打破条块分隔、实现资源共享，也是 

管理上的一大挑战。此外，编码标准的统一、行业监管规则的制定、个人隐私保护以 
及PPP合作等也是我国物联网发展应注意解决的问题 从近些年卫生信息技术的发 
展进程可以看出，物联网的推广也将在卫生医疗以及相关领域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与新科技同步而来的是管理理念上的变革与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在全球的发展趋 
势中迎难而上，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相信在未来的体制转型中，物联网必将 

发挥重大的作用，开启卫生医疗领域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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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努力争刨人民满意的好医院 
韩 璐 

【编者按I】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北京调 

研医药卫生系统窗口单位创先争优时指出，医药卫生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要坚持以服 

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众满意为主要内容，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群众 

提供更加安全、方便、有效、价廉的医疗服务，努力争创人民满意的好医院。～ 

李源潮在卫生部召开医药卫生系统窗口单位创先争优座谈会 首都儿科研究 
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6家医疗单位，介绍了各自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 

做法和初步成效。李源潮说，医药卫生工作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健康和幸福，各基层 

窗口单位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切实解决群众感到不方便、不放心、不满意的具体问 

题，改善群众看病就医的感受，做实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要进一步改进医德医风，弘 
扬救死扶伤、病人至上、热情服务’、文明行医的良好风尚，促进医务人员精诚专注医 

治、精益求精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李源潮指出，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要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动力和保 

证。要广泛开展“三亮三比三评”，推动为民服务创先争优在基层落实、在基层行动 

在基层见效。要树立和宣传先进典型，带动广大医务工作者争创岗位奉献先锋、群众 

满意窗口、优质服务品牌。 

当天下午，李源潮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详细了解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的情况， 
赞扬他们“待病人如亲人，提高病人满意度；待同事如家人，提高员工幸福感”的做法 

好。接着，李源潮又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过视频远程会诊系统亲切慰问云南、 
新疆基层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鼓励医院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名医远程会诊 

和指导，让优质医疗资源服务于基层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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