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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谢寿坤说，从未
来发展来看，物联网将成为智慧大健康的网络化末梢神
经。 随着物联网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在物联网产业
应用上，人工智能逐步进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脑和人
的大脑将会深度融合并逐步统一。 融合 5G、云计算与大
数据处理技术，以“感、知、行”为核心，从遗传、环境、生
理、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关系着手，建立疾病预防、诊疗、
康复体系，形成跨领域的生态化的交互运用。

谢寿坤还表示，物联网的一端通过智能穿戴和植入
式智能设备互联人体，另一端通过终端智能医疗设备链
接到医疗机构、康复养老机构、健康体检机构、家庭，认
知健康需求和活动内容并形成大数据，通过物联网人工
智能中心对健康需求的优化， 反馈并实施精准医疗、精
准食疗、精准养生。 通过物联网技术，优化各环节资源配
置，促进智慧医疗、分级诊疗、精准医疗、健康旅游、居家
养老、食品溯源、美容养生、生物安全、医药流通等，最终
实现居家或工作状态下的精准健康服务，逐步提升全民
健康水平。

（晚报记者 蓝田）

公公共共卫卫生生、、医医疗疗保保健健一一个个都都不不少少
““智智慧慧健健康康””助助力力大大健健康康

每一支疫苗可追溯从采购到接种
的全过程信息、 患者足不出户就能让
家庭医生给出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患
者诊疗数据完全共享可随时调取既往
诊疗数据、 三级公立医院门诊预约率
超过半数以上……锡城大健康处处有
着“智慧健康”的身影，无锡市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通过国家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测评五级乙等现场测评， 是继
厦门后全国第二家通过国家五乙测评
的地级市。

疫苗安全是每一位市民关注的问题，关系着千家万户。 从市疾控中心了
解到，运用物联网技术，每一个冷链设备均在监管之下，疾控机构、接种单位的

所有疫苗储存运输的冷链设备（疫苗运输车、冷库、冰箱）均安装了监控设备，实
现了冷链设备温度监测数据的统一采集、监测预警和评估管理。

对家长来说，最为关注的就是接种疫苗的准确性问题。如今，每一次接种操作已经
实现完全智能化，疫苗扫码接种和电子核验，杜绝接种差错。家长可以通过接种前的语
音告知终端，通过语音播报和屏幕显示，了解当天接种疫苗的品种、批号、生产厂家、有
效期等信息。门诊则启用“视频督导系统”，一张接种台一个高清摄像头，对接种过程做
到无死角全方位实时监控。

据悉，今年市疾控将进一步探索运用物联网和云平台技术、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技术，试点建设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依托物联网，实现疫苗接种全过程的质控管
理，实现社会公众开放的接种查询、疫苗追溯、预约通知、在线预约、满意度评价等全方
位服务随身行。

疫苗储存运输冷链设备全部可检测可预警

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百姓健康的杀手，疾病管理不到位，心梗、脑梗的
发生率就会上升。 借助物联网技术，锡城的社区医疗机构正试点开展脑卒中

高危人群筛查，社区医生现场采集颈动脉 B 超数据，并远程提供三维影像辅助
诊断，能够为社区居民就近提供心脑血管病变初筛服务，及时发现高危人群和潜在

患者并采取干预管理措施，防止卒中、心梗等的发生，控制居民心脑血管疾病进展。 同
时，通过建立社区医院、急救体系和上级医院胸痛、卒中中心之间全流程信息互通和数
字化管理，实现诊疗救治环节的无缝对接，有效提升救治效果，降低疾病死亡率。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慢病筛查干预已成为健康管理的重中之重。 无锡市在全
国较早建立覆盖全市的慢病监测系统，实现死因监测全覆盖、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
全覆盖、肿瘤登记全覆盖、心脑血管疾病监测全覆盖。在全市构建的“动态管理、信息平
台”的数字化慢病管理新系统，建立了与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系统对接的慢性病发病直
报系统，实现了覆盖全市医疗机构和社区的慢性病监测与管理一体化管理模式。

疾病预防离不开家庭医生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家庭医生是一个促
进分级诊疗的“催化剂”。 自 2017 年起，无锡市启动了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试点工作，为分级诊疗制度奠定了一定基础。 只要在手机上打开“健康 e 家”家庭
医生健康管理 APP，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处处长王炎可以实时掌握无锡市每个家

庭医生团队的具体签约、随访、健康管理等情况。
在试点地区，参与社区慢病管理试点的居民，只要使用物联网设备，患者也可查询

自己的健康档案及就诊记录。在家自己测量血压、血糖，数据就会自动上传到健康档案
系统，自动形成曲线图，出现血压、血糖异常，便直接传到家庭医生手机端，社区医生可
即时与患者或家属联系指导用药或通知就诊，通过曲线图，家庭医生对管理对象的近
期情况一目了然，从而更好地给出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在江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记者见到了新型的小型心电传感器，佩戴这个设备，患者的心电信息就可以传输到智
能终端上，医生在后台看到心电图，通过远程操作分析患者心电情况，以便指导患者用
药。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应用，用于监测居民健康的可穿戴式设备越来越智能化，给
患者和医生带来了便利，更有利于慢病管理的逐步完善。

监测血压、血糖，市民可以居家管理

诊疗过程中， 患者在诊室里就直接能划医保卡缴
费，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做检查、治疗和取药，无需再去排
队缴费。 今年市中医医院推出新型的“诊间支付”服务模
式，方便快捷的服务让患者连连点赞。走进中医外科的一
间诊室，记者发现，医生的桌面上多了两个方匣子，一个是
用于插医保卡的设备，另一个是小型打印机，用来打印诊
疗费用单。当看好病时，医生即将患者的医保卡插入设备，
轻点几下鼠标， 一旁的打印机随即打印出一张结算单，上
面清楚地写着就诊者姓名、就诊日期、发票号、缴费金额等
信息。 支付完成后，直接进行下一步诊疗。

目前，该院内科、外科、儿科 3 个门诊片区共 36 个
诊室提供诊间支付服务，上线约 8 个月以来，完成诊间
支付 11.6 万人次。 项目实施以来，试点科室就诊患者人均
减少排队次数 2.8 次，人均缩短就诊时间约 45 分钟，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市民“看病难”、“看病繁”的堵点问题。

诊间结算脱卡支付同样在无锡二院推行，市民就诊
时在无锡二院的微信公众号绑定自己的医保卡，问诊结
束后，只需在该公众号内，便能完成药品和检查等费用
的结算，患者的手机上会显示一张结算清单，上面清楚

地写着所交费项目名称、数量、金额等信息。 同
时，医院推出了“无胶片”检查，拍片后图像将上

传到患者手机里方便随时查看，享受到“智慧
医疗”带来的便利。

诊间结算、“无胶片”检查
便捷病人就医流程

物联网实现精准健康服务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试点开展社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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