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应用、新技术助力县域医共体
整合服务能力提升

华为医疗行业高级解决方案经理 刘青荣



县域医共体是医联体模式之一、医联体是落实分级诊疗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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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联体建设”写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以2017

年为节点，分两个阶段推进：

2017年：全国范围内，结合着区域特点，全面启动多种形

式的医联体试点。

2020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

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体系和服务。

目前我国主要有四种模式的医联体，在城市里主要组建

医疗集团，在区县主要组建医联体/医共体；在边远贫

困区域则建立远程医疗协助网；跨区域范围则重点组

建专科联盟。



提升县域医疗水平是实现分级诊疗落地的关键

县域医疗是我国医疗服务的主战场

县域作为我国的基本行政单位，拥有8
亿5千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1.18%，
满足县域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我
国面临的巨大的民生问题。

县域医疗市场包含了公立体系内的县（市）
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非
公体系的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

县域医疗市场的门急诊人次和住院人次
都占到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与城市医
疗的体量相当。

县域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卫生资源配置不合
理，医疗卫生结构
不协调

医疗卫生资源相互
独立、各自为政、
服务体系碎片化

重医轻防、医防脱
节、资源浪费

医疗人才短缺、基 医保基金保障不足、 信息化水平低、信
层医疗服务能力弱、 医疗费用监管困难 息不通、系统分割、
医疗技术水平不高 集成困难

VS.

县域医共体：县域医共体作为医联体四大模式之一，探索实施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构建

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力争到2020年底，县域就诊率达到90%，县域内基层就诊率达到65%左右。县域医共体是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之

间人、财、物管理将逐步统一起来，互相形成纽带关系紧密相连。



县域医疗现状：信息共享难、服务能力弱、业务协同低、分析决策慢



县域医共体建设解读和分析：各地共性模式

六大统一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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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建设远程诊断中心，构建分工协作、三级联动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

行业监管

医保监管

乡镇卫生院

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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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架构：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紧密型医疗联合体。

 内部管理：行政、人事、财务、服务、信息、药械“六统一”管理。

 运行机制：形成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同体。

让县乡机构成为“一家人”、让资源调配成为“一盘棋”、让财务管理成为“一本账”。

分院
卫健委



县域医共体信息化总体方案架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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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决策、综合管理：人、财、物等可视、可控、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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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状况
•收支监管
•收入构成及主要指标
固定资产监管
•床位监管

•基层就诊情况分
析
•优势资源分布
•诊疗服务质量

•上下资源调配
•分级诊疗运营情况
•公卫服务情况监管

•人财物监管

•门诊费用分析
•住院费用分析

•医疗指标监管
•业务量统计
•运营监管

•基金收入情况
•基金支出情况
•基金结余情况

•参保情况
•住院流向及报销比

例
•医保基金运行情况

•人员信息
•人才状况
•绩效年薪
•院长年薪制

•公共卫生监控
•基层基本情况监
管
•妇幼保健监控
•基卫诊疗实时监
控

县域医共体主管部门对医共体内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及人、财、物监督，包括对人才资源、财务财产、基础就诊情况、基础卫生服

务监管、医保监管、医疗监管等分析和展示功能。



区域远程会诊中心（影像、心电、检验、病理）

云PACS

县医院

医疗影像归档存储

医疗影像查询
无缝转诊

医护人员

医疗影像查阅远程会诊
远程诊疗

医疗影像上传、查询影像打印

患者

医疗影像归档存储
无缝转诊

乡镇医疗机构

医疗影像查询、远程会诊
远程影像诊断 远程超声诊断

远程病理诊断 远程心电诊断

• 实现远程专家影像阅片及会诊，提高影像诊断质量；

• 利用AI减少阅片重复工作，提升阅片效率，降低因疲劳等引起的人为阅片错误；

• 实现区域内各级医院双向无缝转诊；

• 减少重复检查费用，进而减少医保开支。



互联网+健康门户：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路

互联网+健康门户应用

 方案介绍：基于华为云，为互

联网+健康门户应用提供弹性

的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

基础资源服务，方便应用灵活

部署、资源弹性扩展、快速上

线、统一管理。

 方案价值：面向医共体域内居

民提供便民服务，包括家庭医

生签约、就医指南、网上预约

挂号、随身健康档案、号源管

理、健康测评、药店导航、健

康咨讯等功能。



站点设备 居家设备

慢病综合管
理云平台

云数据中心

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

• 数据采集自动对接

• 符合国家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相

关标准《WS/T 448-2014 基于

居民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技术规范》

围绕提升医生的工作效率，减少社区医生二次录入的可能带来

的数据有效性的问题，完善健康档案的自动对接录入系统。

方便百姓就近检查和慢病的居家跟踪管
理。

居民健康、慢病管理：居家监测健康数据、跟踪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