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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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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寻求快速创新的路径，在医疗领域，越来越多的信息化产品研发，为了更好的服务使用者，在“互

联网+”的时代，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操作尤为重要，从设备的使用原理和使用流程方面，不断的管理流程，将账务信息、数据信息、使用记录、维护

信息、信息后期处理等不同的设备职能，进行有效的信息化处理，生成具有实用性价值的报表和数据内容，工医疗人员使用，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针对具体的信息化管理措施，进行了如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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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网络科技的逐步发展，互联网的使用范围逐渐拓展，在医疗设

备管理方面，提升设备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需要分析设备的职能和整体

管理模式，利用更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不断的优化和调整。在信息化管

理模式探究的过程中，需靠思考不同医疗设备的服务群体，和之前曾经

出现的设备功能弊端，进行技术改进，探寻比较前沿的医疗信息技术，

从环境、人工、服务、数据处理等方面，帮助工作人员缩减工作量，减

少繁琐等待的时间，提升信息保存的完整性，进而改善医疗服务的质量。 

一、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保证数据安全完整 

目前我国医疗领域发展速度加快，为了更好的提供医疗服务，不同

种类的医疗设备的也在努力的研发当中。一些先进的医疗设备在操作和

数据处理方面都采用的是信息化工作模式。针对一些医院或者其他医疗

机构要想获得患者的信赖，提高服务质量和信息的安全性，就要不断完

善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通过与互联网相连接，能够有效促进医疗机

构内部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提升，利用网络能够定期保存相关信息，

随时供使用者使用，提高整个机构内部医疗服务的效率。 

（二）强化医疗体系管理 

目前我国各大医疗机构在人员管理和数据处理方面，都是采用信息

化模式，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些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都在逐步的

精细化，利用互联网+医疗能够有效帮助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强化管理，

更好的完善和构建医疗体系，通过信息数据的有效管理，能够让医院的

不同部门医疗信息得到有效分类和优化处理，通过信息的共享，加快对

不同数据的打印和诊断。结合不同医疗设备的功能性不同等特点，利用

信息化储备措施，有效强化医疗体系内部的完整性，促进管理工作效率

的有效提升。 

（三）借助网络更新数据 

对于不同的医疗设备来讲，不仅服务于患者，同时还服务于医疗工

作人员，要想让整个医疗体系得到有效完善，首先要针对不同的信息数

据进行同步更新，借助网络化资源，进一步提升数据更新速度，让医生

和患者能够针对不同的数据信息进行，同时了解和分析，为患者提供最

准确、最全面的解决方案。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信息资源，对医疗设备中

的信息数据进行有效更新处理，不断完善医疗工作的质量，改变传统信

息闭塞的劣势，缩短工作循环周期，给患者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服务。 

（四）资源共享提高效率 

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既能够将前沿的医疗信息向医疗机构内部人员

进行传送，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不同的检查项目和数据进行准确，系统的

分析，并将信息内容上传至资源共享平台，供相关工作人员参考。随着

网络在不断发展，医疗数据资源，也可以倾向于医疗人员培训方面进行

数据整合，让工作人员在医疗设备上不仅能够查看相关资料，还能有效

利用时间去提升自身工作水平。 

二、医疗设备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管理不够精细 

大多数医疗设备的信息数据，都是通过人工录入或者通过各项检查

进行数据传输而得出的数据，是医疗机构制定信息台账、编制使用记录、

查看检测结果的重要凭证。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个别医疗人员只侧

重观看检查结果或者打印检查结果，并没有对信息设备的其他功能有过

多了解，导致一些医疗信息管理不够精细，当真正进行汇总编制报表时

会出现漏洞。 

（二）信息数据更新较慢 

医疗机构所有的信息资源并非在同一台医疗机构上进行呈现，在信

息化时代，操作者需要将各部门的信息和规章制度以及需要共享的资源

内容要通过信息数据传输系统更新到医疗设备上供所有使用者使用，但

是在管理过程中，一些信息数据更新较慢，并没有形成信息的流动性。

部分信息设备，主要服务对象是医疗科室，对于后勤部门的信息并没有

及时上传至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导致医疗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医患

的信息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也就达不到信息准确无误的目标。 

（三）设备维修成本巨大 

医疗设备与其他领域的设备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并且不同的医疗

设备在引进时耗资巨大，后期维护时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些医疗

机构为了节省成本，所使用的设备前期投入资金少，但是后期会面临着

巨大的维修消耗，在维修的过程中还容易面对患者信息准确性的质疑，

导致医院的服务效率逐渐降低。在医疗设备管理工作中，管理者更注重

的是发挥工作职能的医疗设备质量管理，并没有从后期维修和信息输出

备份角度进行分析，导致医疗机构成本巨大，不利于内部资源有效整合。 

三、“互联网+”时代下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信息管理模式制度 

医疗设备的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人员有明确的工作流程，同时具

体的使用制度和信息处理工作还需要其他工作者全部知晓，这样一方面

能够避免错误使用造成经济损失，另外也能提升医疗机构内容人员的素

质。所以要想提升信息化管理效率，首先要完善信息化管理工作模式的

制度，针对设备要从工作范围、主要职能、使用时间、具体操作做好明

确提示。然后针对信息化管理的流程进行明确指出，通过互联网向各科

室发送不同医疗设备的智能化的操作方法，提升医疗信息传输效率，做

到资源共享[1]。在信息化时代，针对如何进行设备信息化管理，一些数据

通过哪些环节处理最后得出医疗报告。也可以在内部资料共享中进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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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让更多的医疗人员能力熟悉不同的设备，这样不仅能够在于病患沟

通中提升服务效率，同时还能让整个医疗体系变得更加现代化，让管理

工作得到系统化改革。 

（二）定期备份输出数据信息 

医院设备所提供的信息报告，既能够反映医疗水平，同时又是对患

者自身身体健康的准确信息呈现，为了更好的促进医疗工作的全面发展，

通过对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既能够让所有的信息资料，通过互联网进

行有效传输，同时也便于医生做出最全面的诊疗方案，给患者做出最准

确的治疗建议，才能让医院获得更多的信任。针对目前医疗设备管理工

作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

患者信息数据要进行及时的处理，不断更新设备的网络参数，让更前沿

的医疗信息能够被及时的使用，这样才能为患者更快，更准确的提供信

息参考[2]。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模式应用，有效优化数据传输功能，通过

各科室的诊疗结果进行汇总，出具最终报告，在整个环节中管理人员需

要针对数据记性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整理，将备份信息储存，并分发给

不同的科室，这样即使以后出现查阅、修改等问题也能快速找到原始资

料。通过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应用，不断将一些原有的知识资料进行电子

数据压缩处理，既能节省医疗资料的占用空间，同时又能通过信息完好

无误的整合保存，更便于医疗设备对未来一些数据进行及时准确的处理。 

（三）建设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针对不同的医疗结构，需要的设备存在的功能性的差异，在进行信

息化管理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要结合不同的信息设备进行数据的统一

汇总、共享，通过医疗机构内部网络共享平台向相关人员发送及时，准

确的医疗信息，这样才能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网络化时代，

信息技术的更新速度逐渐加快，为了更好的促进信息化管理工作发展，

工作人员还要针对不同的医疗设备进行数据清理上传，这样一方面能够

节省由于占用内存过大，影响工作效率等问题，又能让工作人员及时对

现有的信息进行保存、分析、报废处理等操作。管理人员可以针对不同

的医疗设备构建外部资源共享和内部资源共享两种不同职能的平台，比

如内部资源共享，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信息资料，据统计，相关病例的

发病成因、年龄和不同职业等医疗大数据，通过信息的汇总，能够更好

的研发出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另外，通过不同医疗设备信息化处理，

也能便于工作人员更快，更准确的发现设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

行处理。针对外部网络共享平台，患者能够通过医疗设备查询自己在医

疗机构的所有档案信息，避免患者长时间等待向患者提供及时，准确的

信息资料。 

（四）加强设备引进和维护管理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化时代已经到来，水平再先进的医疗

机构，如果没有与网络化相连接，其服务质量和诊疗措施也会逐渐变得

落后，医疗信息化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医疗设备管理工作也要适应网络

化发展态势。不同医疗设备的功能和数据内容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整合，

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将设备引进的供应商、医院和使用者形成三点时服务

链接，这样即使在设备工作中出现问题，也能及时进行维修和处理[3]。在

网络安全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加强对设备引进环节的监管，结合医

院的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的服务职能进行研究，有效保证患者在医疗机

构中的信息档案安全，并且在网络化的指引下，要加强对信息设备功能

多样化的要求，这样才能长时间的适应信息科技发展，避免由于前期引

进资金投入较少，导致后期维护升级费用较高，造成医疗机构经济损失。

另外，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还要针对现有的设备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数据

更新，这样一方面能够避免由于网络技术落后降低工作效率，同时也能

避免由于网络大数据的不断使用，造成设备出现数据上的误差，影响医

疗诊断。目前我国在医疗领域的设备功能性逐渐变得多样化，提升医疗

设备全面性管理，相关人员一定要通过网络化、信息化等科技手段进行

不断的数据处理，通过对设备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改造，能够更好的提高

影像资料的清晰度和对不同患者信息的全面化处理，减少工作人员的使

用环节，通过简单的操作就能够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这样才能更好的

完善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促进设备信息化管理工作质量提升。 

（五）健全数据库提升人员素质 

在“互联网+”时代，提升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首先要针对人员素

质和医疗设备进行有效的监管，对于工作人员、管理部门要进行定期的

岗位培训，既要注重对患者的服务态度，同时又要结合自身的工作水平

和责任意识进行有效管理，要求工作人员要熟悉医疗机构整体工作范围

内的设备使用情况，随时随地为患者提供全面化服务。还要定期学习关

于信息化管理的相关制度和操作指示，快速查询相关数据信息，并能够

在紧急情况或者特殊情况下快速，全面的保存数据[4]。对于医疗设备方面，

管理人员要将设备的操作处理与信息化相连接，通过“互联网+服务”的

方式，将所有医患的数据构建成，功能健全的数据库。在数据库内能够

快速、真实、有效的反映患者的真实情况，同时，能够将不同科室的诊

疗资料和档案管理信息进行云端数据传输，这样即使相关人员不在医疗

机构内，也能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优化医疗机构的服务全面性。通过数

据库的建立和人员素质的有效培养，能够更全面的服务与患者，通过资

源共享和信息化管理，让整个医疗机构的工作变得更加信息化、全面化，

促进未来长远发展。 

结论：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的时代，提升医疗设备信息化管理工作效

率，首先要从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实施价值和重要意义角度出发，全面整

合医疗设备中存在的不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发挥网络大数据

的优势，结合医疗机构的内部规章制度和设备，主要服务特点，不断完

善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数据信息处理，让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变得更完善，

这样才能促进管理措施不断创新。实际工作中，管理人员还要注重对设

备进行全方位的维护和定期数据更新，利用网络资源与数据共享平台，

将机构内部信息进行备份处理，不断更新与医疗相关的前沿数据信息，

这样一方面，医疗设备能够发挥其本质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另外，也

能够医疗工作者进行学习和工作研究，促进人员素质和机构管理工作质

量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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