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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建设以来，围绕老年患者就医需求，陆续订制推出了健康管

理人、在线云陪诊、“互联网医院 + 养老机构”等一系列智慧

医疗服务项目。

老人单独就医，症状讲不清、医嘱记不牢，是不少因工作

繁忙或身居异地无法陪同老人就医子女的“痛点”。为此，市

一医院在 2021 年推出了“健康管理人云陪诊”功能，子女可在

医院官方微信号申请成为父母的“健康管理人”。父母在互联

网医院就诊的提醒消息会自动发送到子女的手机上，通过点击

链接即可加入到父母与医生的互联网问诊过程中，实现子女、

父母、医生三方视频互动，让子女能够远程参与父母的就诊全

过程。

而对于那些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市一医院通过智慧服务方

便老人。医院定制了多达 5 种适用于不同场景的互联网医院诊

疗设备，包括互联网医院 5G 微诊室、云诊室、移动诊室、远

程查房设备和远程教学设备，分别用于可自理老人、半失能老

人、卧床失能老人的远程会诊查房和线上培训等场景，充分满

足各类就医需求。养老机构内的老人可以足不出户，完成在线

咨询、预约挂号、复诊续方、药品配送、健康科普等全流程闭

环医疗服务，原先被部分老人视为畏途的“数字鸿沟”，已然

变为了便捷、高效服务于住养老人的“数字红利”。

在市一院区内，“适老化”服务也一直在升级。根据数据

统计，市一医院门诊患者中有25%是65岁以上的“银龄”患者，

2022 年，市一医院对“自助服务综合平台”进行了“适老化”

升级。当插入医保卡后，新一代智能自助服务机会根据患者的

年龄判断是否启动“长辈关怀模式”。关怀模式下，自助机的

字体会即时调整放大，同时提供全程语音提示服务。在读取医

保卡信息后，自助服务机会根据患者的不同就诊业务节点自动

切换模块布局，将需要优先办理的事项模块放在操作界面的最

前面，并进行相应引导，方便患者快速完成签到、付费、打印

发票等流程。

智慧预判和协同，提升保障水平

对于大型医院而言，人流密度高、安全风险大、专业要求多，

如何保障医院安全有序地正常运行、如何为患者和员工提供全

方位服务，是摆在医院后勤部门的重要任务和课题。

据市一医院后勤保障处（北）处长吕雯倩、后勤保障处（南）

处长许翔介绍，市一医院智慧后勤建设围绕“智能、精益、高效、

安全”四大目标，通过机制优化，将后勤管理从被动应对变为

主动预判，从局部改进到系统谋划，实现了后勤服务效能提升

与精细化管理，保障了医院医疗活动的安全有序。

早在 2014 年，市一医院就开始建设医院后勤运行智能化管

理平台，利用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与智能控制技术，

突破传统被动式的后勤运行保障模式，初步实现了远程实时监

测与远程故障预警、自动数据采集分析两大主要功能。打通后

勤运行的所有孤岛系统数据，建成南北院区互通互联的后勤运

行指挥中心，有效提升了医院后勤运维的能级水平。

2015 年至 2017 年，市一医院对后勤运行智能化管理平台

进行深化拓展，开发了包括日常维修保修巡检系统、运送预约

服务系统、患者订餐系统、冷链管理系统、医用气体远程监测

系统等，通过 4592 个传感器实时采集医院重要设施设备的运行

数据，对空调通风、变配电、电梯、医用气体、污水处理、给

排水等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天候无人值守，并对可能出现的

各种故障实现分级告警。

值得一提的是，市一医院的智慧后勤体系还开发打造了三

维可视化的院区、楼宇、楼层三级管理数字沙盘系统，并整合

碎片化后勤资源，完善响应与协调机制，提升后勤资源调度与

服务效率。其中，重塑运送调度资源协同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成

果获得 2021 年上海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市一医院还是上海第一家与警署视频联网的单位，通过医

警联动、视频巡查、应急报警、快速反应等措施，形成“视频

+ 实兵”双巡岗、“医院 + 派出所”互联动。

2024年，“公济小壹”AI陪诊师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