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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在短时间内感染人数急剧增加，并迅速扩散到全

国。经过2个多月的全力抗疫，武汉和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本文

对本次疫情防控整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早期防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探索智能医学在新发重大传

染病预警、应对和医院运营优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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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19, the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ed in Wuhan, Hubei. The number of infections increased sharp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it spread

rapidl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fter more than two-month full-scale anti-epidemic work, the epidemic defense

of COVID-19 in Wuhan has achieved phased victory.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ctivities and summarize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early stag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this article. The

role of intelligent medicine application in early warning, response activities and hospital operating in major new

infectious diseases outbreak wer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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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肺炎--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1]在短时间内感染人数急

剧增加，并迅速扩散到全国。2020年1月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近

来，全球病例数开始急剧攀升。当地时间

2020年3月11日晚间，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COVID-19 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pandemic）。根据丁香园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实时动态报道，截止到2020年3月15

日，中国确诊超 8万人，国外确诊超 6万人。

COVID-19是累及全球的新发重大传染病，

给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

截止到2020年3月13日，武汉新增病例

4 例，武汉和全国的 COVID-19 疫情防御工

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本文对本次

疫情防控整体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索

智能医学时代新发重大传染病预警、应对和

医院运营工作的改进方法。

1 COVID-19疫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

部分问题

1.1 疫情预警方面

在疫情预警方面，因为在疫情爆发早期

数据采集不及时、不全面，未能第一时间上

报、受人为因素干扰等问题，造成早期疫情

防控判断偏差、防控措施不及时，并带来巨

大的直接损失。

1.2 疫情应对方面

在疫情应对方面，因为疫情爆发迅速、

对传染源及传染渠道的了不够、控制手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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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力等问题，患者数量急剧增加。但由于缺乏远程医

疗服务，患者的恐慌性就医等行为加剧了医疗资源“挤

兑”，导致患者就医更为困难、医护人员感染严重等情

况。

1.3 医院的运营管理方面

为了有效提高患者的收治率，除了开放定点医院、

修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之外，武汉市还征用了大量

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轻症患者进行集中收治。因为患者数

量的激增、防疫物资配送管理复杂、隔离病房管理的特

殊性等原因，医院的管理运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方

舱医院是临时紧急搭建的医疗平台，在硬件和软件等

各方面均相对简单，尤其在信息化配置方面更为欠缺，

影响了疫情防控期间医院的运营效率。

2 智能医学及其在COVID-19疫情应对中的应

用

智能医学是指以生物学理论与现代医学为基础，

融合大数据、云计算、脑认知、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及

相关技术，探索生命和疾病的本质及规律，探索人机协

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和临床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3]。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医学正逐步应用于临床实

践。在本次疫情期间，智能医学的应用和升级，极大地

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效率。

2.1 智能医学在大型三甲医院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是全国领先的大型三甲医

院，其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进行了

多方面的尝试。

2.1.1 医疗云平台的延伸 同济医院于 2015年 10月

就建成了临床共享服务中心，为 3个院区提供集中的

放射、心电、病理诊断服务及临床检验服务[4]。本次疫

情期间，依托医疗云平台，同济医院通过临床共享服务

中心推出区域多维远程诊断服务。为本院3个院区和

武汉市的其他医院提供临床诊断服务，包括影像诊断、

检验服务等[5]。

2.1.2 医疗云平台的升级 调整云平台系统以支撑新

冠肺炎的防治新流程[6,7]。如升级医生、护士工作站，增

加新冠肺炎标识、信息评估、核酸检测、自动记账、检验

和影像结果聚合浏览等功能[8]；依托医疗云平台的高扩

展性，增加服务器计算资源，部署发热门诊区域全流程

自助服务，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1.3 建立院级疫情防治信息化监管平台 新增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信息日报、新冠肺炎确诊病历日报、

发热门诊患者日报、重症及危重患者统计表等20余张

监管报表，自动化地获取监管数据，支撑医务处、门诊

办公室、公共卫生科等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全面地进

行疫情监管，并向疫情防控指挥部上报数据。

2.1.4 互联网+医疗 疫情发生后，同济医院开展了互

联网诊疗咨询服务[9]。医院在官方App和微信公众号

上开通在线问诊功能，组织各专科专家开通线上发热

门诊咨询服务，系统有效地调动了医院现有的医疗资

源，网络接诊量数万余人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

线医疗资源的压力，并减少了人员之间不必要的交叉

感染。

2.1.5 无纸化 同济医院选取部分科室试运行病历无

纸化流程[10]，避免病历成为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源，防止

疫情在院内的扩散。

2.2 智能医学在方舱医院中的应用

基于同济医院本部信息化建设和实践的经验，在

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同济医院托管）的规划、

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全方位引入了智能医学[11]。

2.2.1 医疗云平台的延伸 延伸同济医院云平台，部

署网络框架，共享同济临床服务[12]。方舱医院技师完成

数据采集后汇聚到临床共享服务中心，由同济本部医生

远程进行诊断；如有会诊需求，可以立即召开多学科远

程会诊；病情加重的患者由方舱医院到定点医院（同济

医院光谷院区）转诊可实现无缝衔接且保证治疗的延

续性。

2.2.2 建立方舱医院疫情防治信息化监管平台 搭建

统一质量控制及数据监管平台。每日填报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信息、发热信息、重症及危重患者统计表等

监管报表，自动化地收集监管数据，可直接应用于方舱

医院，支撑方舱医院管理部门全面地进行疫情监管数

据上报的需求。

2.2.3 无纸化管理升级 在病历无纸化的基础上，实

现在院期间的查房、治疗、检查、检验、会诊等全流程无

纸化，避免接触传染，确保医疗数据完整、可监测。

2.2.4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 引入远程视频会议系统，

首创性地提出“舱外运筹、舱内执行”的模式，避免污

染、提高效率。引入AI无人车，减少感染风险，降低工

作人员工作强度。引入患者手环等AI设备，实时监控

患者生命体征，提高疗效，进一步加强患者管理。

3 讨论

上述这些举措提高了医疗系统的疫情应对能力，

提升了医院的运营管理效率，对本次疫情防控取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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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次疫情也给我们医

疗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医学的全面升级提出了新

的挑战。如何提高疫情预警能力，如何增加医疗云平

台的功能、提高承载能力、加强精准性和优化管理，如

何全面实行无纸化，如何引入物联网等一系列问题，都

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从 2003年的SARS，到 2009年的甲型 H1N1 流感，

从 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到 2015年的MERS，几乎每

过一段时间就要爆发一次重大传染病，病毒的种类越

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本次 COVID-19 更是

“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对于重大传染病的预警、

应对和医院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值得研究。传统的技

术已经不能满足新疫情防控的需要，智能医学的发展

给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带来希望。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2月6日发布了关

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

知，要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利用“互联网+医疗”

的优势作用，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诊疗咨询服

务[14]。智能医疗的发展和推广，有助于互联网医疗服

务的纵深发展，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本次疫情

过后，在重点医院增建传染病专科大楼是提高疫情防

控能力的方法之一，对各省市已有的传染病医院也应进

行信息化升级。研究如何借助智能医学提高重大传染

病的预警、应对和医院运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有助于

传染病专科大楼信息化标准的制订，提高各级传染病防

治中心对疫情的防控能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将在药物、疫苗、治疗方案的研发中发挥重要作用。将

临床实践中产生的完整诊疗信息数据化，是开展临床

研究的前提。应尽快建立并应用面向科研的数据模

型，对信息系统的数据收集进行持续化改进，完善科研

分析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综上所述，在现有实践和研究基础之上，深入探

索，将智能医学全面引入重大传染病的快速预警体系、

安全治疗体系和高效运营支撑体系，具有重要的临床

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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