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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乡镇医院的信息化管理 
张琰 

(单县谢集镇卫生院  山东菏泽  274300) 

摘要：医院作为我国的基础民生系统的一部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国疆土广袤，人口众多，其中镇、乡、村等较为

落后的人群聚集地占领了极大一部分人口比重，因此乡镇医院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而乡镇医院的现代化信息化困难重重，乡镇医院在国

家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却没有受到与地位相匹配的关注和支持，落后的乡镇无法快速的进入信息化管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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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科技进步的速度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普及导致大部分行

业都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管理或者升级。电子信息技术具有适用范

围广，应用范围大，传输速度快的特性。现代医院人流量巨大，信

息技术有着很广泛的应用空间，挂号、先进的医疗设备、档案管理、

病例沟通、发票传递、诊疗费用支付等等都与信息技术有很深的牵

连。但是当前乡镇存在很大区别，近郊城市的乡镇发达程度不亚于

普通市区，而落后的乡镇连手机信号都无法收到，这也给乡镇医院

的信息化管理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 

1.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的优点 

1.1 方便医疗系统管理 

将乡镇信息通过信息化传递到医疗系统内部，可以及时了解乡

镇医院遇到的困难，缺少的物资，从而快速补给。将乡镇医院在网

络上做成表格，形成乡镇医院网点，在电子地图上标注，可以有效

观看到乡镇医院的建设情况。而乡镇医院通过网络可以查阅相应的

病例、治疗方案、治疗流程等信息，更利于医务人员进行医疗、就

诊。 

1.2 方便设备使用 

科技的进步带来设备的电子化高端化，信息化管理后可以系统

的了解电子设备的使用方式。较为精密的仪器对操作的要求很高，

如果没有相应的了解，很容易导致设备的损坏。而信息化后的乡镇

医院拥有学习、了解、远程操作的资格，即使学不会如何使用也可

以通过远程操作系统使用。 

1.3 方便档案整理 

乡镇医院每天接触大量病患，而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能有效处

理大量文件档案，减少造成档案失踪而无法使用的情况发生。系统

的整理储存电子版文件，将会比纸质文件更节省空间，更不易损坏，

在需要档案时可以快速查阅。 

2.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的难点 

2.1 缺少相关技术人员 

我国大部分的医务人员都只有基础的信息技术，而我国大部分

信息技术行业精英又没有相应的医护技能。乡镇医院信息化建设需

要大量的信息技术和医务知识都有保障的双尖端人员进行管理建

设，而我国目前此类精英稀缺，难以系统的对乡镇医院进行信息化

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专业的信息基础，才能建立信息管理库。而

我国医学行业内部精通信息技术的人员可谓万里挑一，这是不能将

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的基础难题之一。 

2.2 基础设施问题 

虽然我国乡镇建设从未停止脚步，但是大多乡镇仍然没有足够

大的空间，很多乡镇医院只有几个屋子，根本不足以建立信息库。

大部分乡镇医院没有配备计算机，也就无法进行信息化管理。还有

部分医院只有最基础的计算机，完成不了信息库的建设，对信息化

管理也无从下手。还有部分乡镇医院网线都没有普及，对于信息化

管理只是无稽之谈。 

2.3 乡镇发展问题 

虽然新农村建设在即，但是相对于我国基数庞大的乡镇数量来

说，建设的新农村不过是沧海一粟。绝大部分乡镇医院都不具有信

息化管理的条件。有的乡镇地理位置偏僻，电缆、网线的铺设需要

大量的资金，而且收益甚低。有的乡镇交通不便，道路没有进行过

基础的建设，出行都用牛车、驴车翻山越岭，且长时间没有新人出

入，这种情况的乡镇一般多个乡镇共用一个小型的卫生所，只能治

疗一些基础的感冒发烧，甚至药品都不够充足。青壮年人口流失，

地理位置偏僻，身处大山深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导致无法跟上社会

进步的速度，与现代社会严重脱节，乡镇医院没有相应的信息化条

件是当前的重点问题。 

2.4 资金问题 

绝大部分乡镇医院没有花费大量资金来进行信息化管理的能

力，他们缺少药品、缺少精密的医疗设备、缺少高精尖医务人员、

缺少对信息化的认知，而国家当下也没有大力扶持乡镇建设的能

力，由于乡镇数量问题，建设新农村需要的资金资源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私人化的医院根本目的业是为了盈利，基本不会有人建设到如

此的“深山老林”之中。这是目前乡镇医院信息化的困境。 

2.5 重视程度不够 

乡镇医院领导对于乡镇信息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盈

利的角度出发，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回报的付出性质项

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还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定期维

护，并且无法显现盈利的方式和方向。大量的乡镇医院领导都对信

息化发展接受能力不强，对信息化建设的态度不坚决。对于信息化

能带来的隐形提升视而不见，坚持以盈利为要素。因为对信息化建

设的认知不全面，没有足够重视信息化建设，导致无法进行乡镇医

院的信息化管理。 

2.6 缺乏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持 

信息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的年代，需要足够了解信息技

术才能顺利进行信息化建设。而当前乡镇医院难以引入信息化设

备，难以引入计算机行业人才，也缺乏对新型技术了解的渠道。大

部分乡镇没有能力去取得信息化建设需要的设备。乡镇医院的信息

技术使用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像发达城市一样灵活运用。部分乡镇

距离生产厂家过远，难以运输相关设备。导致整个信息化建设没有

基础的技术支持，从原材料上、人力上都没有稳定的获取方式。 

3.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改进办法 

3.1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有关部门应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根据

需要医疗和信息技术双领域的精英这一需求，制定详细的计划，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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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短时间内就培养出一批可用之人分配到一线建设当中。同时出具

相关政策鼓励城市内的医务人员下乡支援，让现代化信息化的医务

人员到地方上进行基础的普及和建设，方便日后的完善和管理。 

3.2 提升乡镇医院基础建设 

扩充乡镇医院的使用面积，更换先进的计算机、医疗设备。对

网络、电、计算机等基础设备进行乡镇普及，提升乡镇的医务人员

个人素养、医疗水平，让乡镇医务人员现代化、年轻化。通过年轻

人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强这一特点，临时的打造一支拥有一定计

算机基础的乡镇医务人员。但是此举需要充足的资金，目前没有妥

善的处理方式。 

3.3 提升乡镇医院领导认知 

必须要求乡镇领导端正态度，正确认知到医院的根本目的是治

病救人，不是盈利。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对领导进行思想教育推行信

息化建设，通过信息化建设增强医院的医疗、管理能力。不仅节省

时间，还能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增加对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法。

贯彻行医理念，确保领导层不忘行医初心，将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

施行。只有领导层充分理解并支持信息化建设，才能进行乡镇医院

的信息化管理。 

3.4 增加引入信息化技术的渠道 

乡镇医院可以通过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获取难以得到的信息

化建设材料、人力等资源。通过政府部门出面，促成乡镇医院和设

备生产厂家的合作，保证设备的供应和维护需求得到满足。即使处

于偏远地区的乡镇医院也能通过政府部门帮助获得基础的建设资

本。同时向政府部门借用信息技术人才，定期的到乡镇医院进行设

备的维护、检查，和及时处理突发问题的工作。确保信息化建设能

够稳定高效的投入使用。 

总结：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是一个多方面纠缠在一起的难题。

因为乡镇数量庞大，乡镇具有不同的素质，但是所有乡镇都普遍的

出现了人口流失问题，大城市有更好的机遇，更好的发展空间，更

好的工作环境，因此人口流失问题难以解决。人口流失造成的乡镇

老龄化严重，对建设新农村来说也是一项无法逾越的高山。同时人

口大量聚集带来的是城市医务人员的缺少，也就导致了无法将医务

人员下放到地区乡镇进行支援建设。乡镇发展过慢导致人口流失，

而建设现代化乡镇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形成了杂乱无章无法解

开的闭环。城市近郊乡镇因为距离城市过近，大部分居民都选择去

城市里的大医院看病、治疗，在就近的乡镇医院只选择治疗一些头

痛、风寒、感冒发烧等小病。所以乡镇医院信息化管理处于一个想

用的人用不了，能用的人用不上的尴尬地位，想要真正落实乡镇医

院的信息化管理，就要从社会问题入手，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的解

决种种难题，注定是一个短期内很难见到成效的长远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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