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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medical informatization, people start to research the information gathering accord-
ing to the clinical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flow.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traditional, re-
search-based and new clin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uti-
lization and humanized service, this article is to design a set of general outpatient information ga-
thering system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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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在医疗信息化的推动下，人们开始从诊疗流程出发研究医疗信息的采集。本文对传统型、研究型和

新型门诊诊疗流程进行分析，对三种形式下的门诊诊疗流程做了对比研究，从数据利用以及人性化服务

角度出发设计出一套通用门诊信息采集系统，为未来智慧型医院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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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门诊工作是面向社会的重要窗口，是医院接触病人时间最早、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部门[1]。医院

信息化的发展正在慢慢改变着门诊诊疗模式，各医院依据自身条件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信息采集系统，

本文首先对目前出现的各种门诊流程进行分析，在综合其特点之后，结合大数据时代的需求，提出构建

“以数据为中心”的门诊信息采集系统，为今后过渡到智慧型医院打下坚实基础。 

2. 常见门诊诊疗流程 

2.1. 传统门诊 

传统门诊是“以医院业务处理为核心”，其门诊信息采集系统下的患者就诊流程如图 1 所示。 
上述门诊诊疗流程是当前大多数综合型医院实施医院信息化后采用的流程，为方便患者，部分医院

还会在挂号处设置预约挂号子系统，在护士站增设“分诊”窗口，所有的医院都设有收费发药子系统。

绝大多数医院门诊信息管理以门诊医生工作站子系统为核心，门诊医生工作站对医生在诊断室的业务进

行管理，主要处理病人就诊的详细信息，包括：建立并书写门诊病历、诊断、开处方、检查/检验申请单

的录入与查询、检查/检验报告单的浏览等[2] [3]。 

2.2. 研究型门诊 

研究型门诊是通过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患者健康管理中心，此中心是在患者离院后，为患者提供全

程健康服务，从而处处体现“为患者服务”的理念。，其门诊信息采集系统下的患者就诊流程如图 2 所示。 
患者进入门诊流程后，有二种情况，一是首诊患者，二是复诊患者。如果是首诊患者，则需在接待

护士处登记基本信息，建立患者健康档案，并进行挂号，而对于复诊患者，或其它协作医院过来的患者，

则只需挂号。然后在中医功能检查室采集症状，进一步获取患者健康信息，随后进入候诊室填写量表，

便于医生诊断用。在分诊之后进入诊断室，由医生进行现场诊断，如果还需检验，则开具检验单，进入

检验室采集检验信息。对于部分患者，医生会开具有中医特色的治疗项目，帮助患者缩短治愈时间，最

后患者在研究型药房取药离开回家。而对于病重患者，医生会直接开具住院单，进入住院流程。还有些

患者可能有其它需求，例如要求转院。在患者健康管理中心，随访对象为离院后申请纳入科研课题的患

者，由随访护士对科研课题患者针对于随访项目进行有医疗目的的访问。 

2.3. 新型门诊 

新型门诊是以“新技术”为核心，其门诊信息采集系统下的患者就诊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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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raditional outpatient service flow chart 
图 1. 传统门诊诊疗流程图 
 

 
Figure 2. Treatment process chart for the research clinic 
图 2. 研究型门诊诊疗流程图 
 

新技术主要包括移动计算技术、智能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自动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4]，在诊

疗流程的各个环节，无论是患者管理、医疗管理、用药管理、医疗环境管理方面，这些技术都有应用[5]。
如在检查室对患者的管理，以测体温为例，利用无线接收贴在患者身体上的体温传感器发送的数据，通过

PC 端或条码阅读器查看患者的体温信息，在用药方面，通过对分发给患者的条码腕带实现给药核对[6]。 

3. 功能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三类门诊分别从“以业务过程为核心”、“以患者为中心”以及“以新技术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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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出发，诊疗流程设计的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其功能依次是包含关系，即后者包含前者的功能。随

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的利用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而医院数据更是一笔巨大的宝库等待人们的

发掘和利用。这三类门诊均建立有数据库，但对于各系统之间数据的关联以及数据的后期利用并没有深

入考虑，因此本文综合前三类门诊的特点设计门诊信息采集系统，立足于为患者提供人性化服务，采用

新型门诊的诊疗流程，在其基础之上增强数据利用功能，新设计的门诊信息采集系统划分为三大功能模

块，如图 4 所示。 
1) 健康服务 
此模块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医学伦理管理、随访管理和网站服务管理。健康档案管理实现患者健康 

 

 
Figure 3. New outpatient service flow chart 
图 3. 新型门诊诊疗流程图 
 

 
Figure 4.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图 4. 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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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的录入和维护。其中健康档案信息包括：人口学信息、社会经济学信息、亲属(联系人)信息、社

会保障信息和个体生物学标识等。医学伦理管理实现录入和维护患者的服务信息，服务信息包括患者申

请服务信息，如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等信息。随访信息管理包括对随访项目信息和随访患者信息的管理，

由随访护士根据科研需要进行随访项目相关跟踪指标的录入查询和修改。网站服务管理包括对预约信息、

论坛信息和健康宣教信息的管理。 
2) 医疗服务 
此模块包括检查室、候诊室、诊断室、检验室、治疗室、药房等医疗诊室的信息管理。检查室信息

管理实现对患者舌面脉体质辨识、生命体征和来自其他设备的信息的采集，以界面集成的方式展现在医

护人员面前以供查询和浏览。候诊室信息管理主要是对量表信息的管理。诊断室信息管理实现为患者填

写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等病历信息，查询患者历史病历、检查检验信息，录入诊断结果处方等功能。

检验室、治疗室信息管理实现对患者检验结果信息和治疗信息的管理。药房的管理包括对药品(包括中药、

西药)和用药信息的管理。 
3) 系统服务 
此模块包括对系统用户权限、用户及数据的管理。系统管理员负责维护系统的各项功能和系统的所

有数据，包括数据的备份与恢复，保证数据的完整与一致性；负责用户管理，和角色分配。 

4.系统设计 

4.1. 数据库设计 

根据前面的功能分析进行系统数据库设计，图 5 为数据库逻辑模型图。此模型充分考虑到了三个中

心，分别是：“以患者为中心”、“以服务为中心”以及“以数据为中心”，将数据整理分成 13 大类，

下面介绍三大模块分别所需的数据表。 
1) 健康服务 
健康档案部分包括患者健康信息表、患者申请服务信息表、患者社会信息表、患者基本信息表，医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database logical model 
图 5. 数据库逻辑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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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伦理部分包括患者申请服务记录表、患者中止服务记录表、受试者筛选登记信息表、受试者入选登记

表、受试者签认代码表，随访部分包括随访项目记录表、随访计划表、随访历史表，网站部分包括审核

状态表、预约挂号表、预约检查表、论坛信息表、健康宣教信息表。 
2) 医疗服务 
检查部分包括舌诊跟踪信息表、脉诊跟踪信息表、面部跟踪信息表、体质辨识信息表、生命体征信

息表、其他检查结果信息表，量表部分包括量表基本信息表、量表区域表、量表条目信息表、量表条目

选项信息表、量表计算公式表、量表计算公式与量表关联表，诊断部分包括门诊病历信息表、门诊病历

模板信息(基本元素、复合元素、段落元素、元素值域明细)表、诊断结果信息表，检验部分包括理化指标

信息表、检验结果表，治疗部分包括临床针灸穴位组成表、临床针灸处方表、中医处方组成表、中药复

方信息表、疗法信息表，药品部分包括临床中药信息表、临床西药信息表，医生部分包括医护人员信息

表、科室信息表。 
3) 系统服务 
系统管理部分包括用户信息表、权限表。 
本门诊信息采集系统的数据库设计与前面三类系统不同之处在于：不仅针对医院的门诊业务，同时

为加强后期的数据利用，还充分考虑到了医院数据集成后的数据仓库构建以及数据挖掘，为患者设置唯

一 ID 号，且该号码不可重复。患者每次门诊就诊会对应分配相应的门诊号，即一个病人 ID 号对应多个

门诊号。同一患者多次门诊数据可以通过唯一 ID 号进行检索，从而获取患者多次就诊的动态数据，不仅

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深层次的医疗服务，同时该动态数据的科研价值将有利于医生提高临床医疗水平。 

4.2. 界面设计 

在数据库设计之后，需要进行界面设计，为方便用户使用，将整个软件的展示分为三大块，上半部

分为 LOGO 和菜单(一级导航)，下半部分分为二大块，左侧设置导航栏(二级导航)，根据权限不同看到的

功能不同。医生护士登陆后可以实现自己所属权限范围之内的所有功能。右侧设计为医疗服务功能模块

下诊疗室信息管理中门诊电子病历的界面。 
为方便医生调用患者信息，以就诊时间为参照系，将门诊患者按初诊和复诊进行划分，如果是初诊

病人则由医生为病人新建病历，如果是复诊病人，则在界面左侧显示查询条件，可以将某位病人历次就

诊信息以列表的形式显示在左下侧，点击即可查看病人历史病历。病历界面根据病种不同，由医生自行

设定，可设置成模板。通常病历首页主要包括主诉、现病史、刻下症、既往史、过敏史、家族史、主要

的体格检查、望闻切诊信息、中医诊断(包括疾病诊断及证候诊断)、西医诊断、治法、方剂、药物、其它

治疗等，可以适用于中/西医电子病历的书写。此外，其它系统的数据，如辅助检查、CT、X 光等信息可

通过数据集成或者远程访问的方式进行查看。 

4.3. 系统实现 

本系统的实现采用 B/S 模式，选择 Java SH (Spring Hibernate)框架进行开发，分为四层：表示层、业

务逻辑层、控制层、数据持久层和数据访问层，采用框架技术搭建的应用系统结构清晰、可复用性好、

维护方便。利用 Hibernate 框架对持久层提供支持，Spring 做管理。系统的基本业务流程是：在表示层中，

首先通过 JSP 页面实现交互界面，负责接收请求(Request)和传送响应(Response)，然后在配置文件中将

ActionServlet 接收到的 Request 委派给相应的 Action 处理。在业务层中，管理服务组件的 Spring IoC 容器

负责向 Action 提供业务模型(Model)组件和该组件的协作对象数据处理组件完成业务逻辑，并提供事务处

理、缓冲池等容器组件以提升系统性能和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而在持久层中，则依赖于 Hibernate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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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映射和数据库交互，处理对象数据处理组件请求的数据，并返回处理结果。采用 SH 开发模型，不仅

可实现视图、控制器与模型的彻底分离，而且还可实现业务逻辑层与持久层的分离。这样无论前端如何

变化，模型层只需很少的改动，并且数据库的变化也不会对前端有所影响，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复用性。 

5. 小结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院应用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使用电子病历采集数据。虽然各医院的

数据采集均遵循了一定的流程，但现有门诊流程大多根据医院内部组织结构而定，医院的特色无法体现，

数据利用效率不高。智慧型医院作为医院未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其对新技术的应用还是其对医

院流程的再造，都还在不断探索中。本文通过对三种类型的门诊诊疗方式进行研究，对现有诊断流程进

行了优化，充分体现“以数据为中心”，主要功能模块突出了患者健康服务以及数据利用，在数据库设

计时充分考虑了医院数据集成及其数据挖掘，并采用现今流行的 B/S 架构，利用 Java SH 框架进行开发，

本系统的使用有望为今后发展到智慧型医院奠定良好基础，从而更好的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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