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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以及普及，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加重要。医院作为互联网发挥其作用的重要模块之

一，对“互联网+医疗”智慧服务体系进行建设，可有效减少医患纠纷发生事件的同时，还可以提供给医院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旨在浅析

“互联网+医疗”智慧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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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主要是对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

术手段所进行利用，从而对智能化信息应用平台进行搭建，实时提

供给患者在线疾病咨询以及疾病风险评测和远程会诊治疗等多种

形式的一种健康管理服务。对互联网远程医疗服务发展进行推动既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使您生得到改善以及使百姓获得

感得到提升的有效途径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互联网+医疗”智

慧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如下所示。 

一、“互联网+医疗”智慧服务体系现状 

目前，“互联网+医疗”智慧服务体系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其中仍具有一定的问题。如在进行实际医疗事务期间，依然存在

获取患者数据的误差以及医疗误差等，还会产生药物供给失误的情

况，极大冲击着临床用药有效性以及安全性；另外，在患者进行支

付时，部分医院的支付方式较为落后，导致工作效率受到一定的影

响[1]。 

二、“互联网+医疗”智慧服务体系建设措施 

（一）人脸识别 

将腾讯公司在 AI 的基础上所研发的人脸识别技术引进本医院，

并通过合法的方式将其与本地区人口数据库进行连接，利用人口数

据库对患者身份进行验证。当患者将自己姓名以及身份证号输入系

统内进行建档时，系统将自动将其与人口数据库进行连接并展开校

验比对。患者利用手机微信对小程序码进行识别，只需要将其姓名

以及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输入进去，便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将

首次建档完成，待建档成功后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挂号以及缴费和

查询等一系列操作，使各类患者的需求均可以得到满足[2]。 

（二）多渠道移动支付方式 

移动支付方式即手机支付，主要是将移动端设备作为载体，从

而利用移动通信网络使商业交易得以实现。为方便患者就医，可选

择扫码支付以及刷脸支付这两种支付方式，其中扫码支付主要是指

在账户体系的基础上所搭建起来的新一代的无线支付方式，分为被

动式扫码以及主动式扫码两种方式，主动式扫码主要应用在自助挂

号机以及缴费一体机等场景；被动式扫码支付主要应用在挂号收费

窗口以及诊间支付。刷脸支付这一系统主要是在脸部识别系统基础

上所创建的一款支付平台，使用该系统时患者并不需要携带手机以

及钱包和信用卡等，只需要患者注册有支付宝账户，且经过验证是

否真实便可以使用，该支付方式主要应用在人工收费窗口以及自助

机。 

（三）在线问诊、开处方以及医保结算 

可将在线问诊以及在线处方和线上医保实时结算服务等一些

功能开设在医院的互联网平台上，提供给医保患者线上咨询，并开

设一对一医患音视频问诊的方式，待医生对患者的病情确定后，直

接在线为其开具处方，患者只需将自费部分的金额支付即可[3]。 

（四）开通配送药品服务 

还需提供给患者药品配送服务，待患者结束在线问诊后，并将

费用支付完成后，便可以在本院互联网平台上点击“药品配送”，

并将相应的收货人电话以及地址进行填写并对相应的配送费用进

行支付。从而可实现患者足不出户便可以将药品配送到家的服务，

并可以有效避免药品供给误差情况产生。 

（五）医务人员服务功能 

可通过对人脸识别进行利用，严格且安全的验证医务人员的身

份，从而可以使医务人员第一时间从手机端对患者的电子病历以及

检查检验结果、历史医嘱信息等实时数据进行查阅，可使其尽快为

患者制定符合其病情的诊疗计划[4]。 

结束语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医疗”已经成为全部医疗机构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目前，在不断对“互联网+医疗”这一体系进行改

革期间，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效，但其中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标

准化以及信息化建设进行推进，并对全国统一、高效以及兼容、便

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进行建立。从而使全国医疗保障信息

互联互通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加强开发大数据，促使应用导向突出，

并使服务支撑功能得以强化，以及使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得以推进，

是目前医疗机构的主要发展目标。因此，则应积极对“互联网+医

疗”智慧服务体系进行建设，以完成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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