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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肺科医院还是全国最早开展胸外科日间手术的医院。

能够实现胸外科日间手术，是医院各个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协

调工作机制后的结果。患者在手术前完成所有术前检查和相关

准备，入院后一般只需要 48 小时就完成手术并出院。

当然，有的患者会担心：手术后回到家，不清楚如何康复

怎么办？上海市肺科医院开设的术后康复护理门诊，正是针对

这个问题。护理部负责人介绍，术后康复护理门诊不需要另外

挂号，门诊医生会视患者的需求，推荐患者术前去护理门诊进

行咨询。患者可以利用等待手术的时间到护理门诊预先学习术

后康复的知识，打消恐惧感和顾虑，为手术康复做好身体和心

理的准备。

“这些举措都体现出肺科医院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为患

者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我们不断查找服务环节当中的薄弱点，

将短板一个个都补上。”艾开兴院长说，“肺科医院正在建立

的面向未来的医疗服务模式，将患者生理、心理和医学技术三

者结合起来看待，为病人提供满足身心需求的医疗服务。”

信息技术让医院更有温度

信息技术的应用最终的目的是方便病人。上海市肺科医院

在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不同人群的需求放在考虑

因素中。

借助信息化手段，目前上海市肺科医院全面推行预约制，

患者可以在线上完成预约、挂号付费以及更多原本需要到人工

窗口完成的业务。但是，医院也充分考虑老年人群或者不熟悉

网络应用的人群的需求，为他们提供现场人工服务。

挂号预约完成后，患者会收到医院的预问诊问卷，利用 AI

辅助引导患者完成填写，这样，在进入医生诊室之前，医生已

经掌握了患者的基本就诊需求，提高了门诊问诊的效率。

如果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医院实现了患者自助入院，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缩短了排队办理时间，既方便了患

者，又减轻了窗口压力，为创建舒适就医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冠疫情中，互联网医院在解决患者就医难题上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上海市肺科医院互联网医院于 2019 年建成，除了线

上问诊、线上复诊、线上配药等基本功能外，互联网医院还与

院内系统打通，实现了在线建档，门诊预约挂号，门诊缴费，

核酸检测，患者自助入院，在线点餐，智能导诊，病案复印，

检查报告及检查影像查询等功能。

新冠疫情期间，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需要，医院快速开通了

互联网医院跨院复诊、门诊医保大病线上挂号、患者健康档案统

一调阅、一老一小与志愿者代配药服务、互联网医院药品线下自

提和靶向药处方与配送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升级。2022年期间，互

联网医院线上访问量达1600万人次，日峰值超过5.68万人次。截

至2022年底，上海市肺科医院互联网医院注册用户已超过45万。

上海市肺科医院放射科日均影像检查量约在 2200 例，如此

巨大的工作量，如果单独依靠人工工作很容易出现漏诊或误诊

的情况。因此，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像医学辅助诊断系统的

引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肺科医院放射科自 2019 年初开始全面应用人工智能影像

辅助诊断技术，并针对肺结节做了大量的学习调优，目前对于

3mm 以下的结节，其检出率高达 96.3%，这样的准确性表现已

经超过了大多数医生仅凭肉眼和经验进行诊断的能力。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可以支持一键同步调

阅、自动标记病灶、自动测量、自动生成影像所见及诊断结果等

功能，并实现了与放射科报告系统无缝衔接。人工智能影像辅助

诊断系统使用后，帮助放射科提高了诊断准确性、减少了漏诊和

误诊、提高了工作效率、规范了报告生成、助力了培训教育等，

使得放射科可以更及时、精准、优质地为患者提供医技诊断服务。

技术仅仅是达到目标过程中的工具，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

服务措施，都是为了让患者就医更加顺畅，让患者得到更好的

治疗效果。上海市肺科医院从不同的角度优化医疗服务，让“看

病无忧”得以实现。

通过优化流程，实现CT检查一日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