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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医人“智慧医院”发展之路

——后勤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

一、 发展“智慧医院”的社会背景

随着医疗业务飞速发展，医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医院要

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医院后勤工作

成为了推进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 2016 年起，国家发改委、卫计委、四川省政府陆续出台关于建立 “智慧

医院”的相关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随着政策

的不断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正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但对于医院的后勤管

理，包括医院能耗、维修、物资、设备、安全等后勤保障方面的智能化、信息化，

却关注甚少。后勤作为医院重要支持系统，信息化建设已经掣肘了它的发展，同

时制约了医疗业务全面提升。

二、 后勤管理的现状

2018 年以前，我院的后勤管理模式总体较为粗放，不能做到成本的针对性管

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能耗管理

各大楼、科室的水电气消耗量无法计算，一方面无法做出定量的

能耗考核，另一方面若发生局部漏水、漏气等问题，短时间未发现，不仅会造成

费用损失，也会加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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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资管理

各科室每月领用物资无法做到有效监管，可能存在物资的不合理使用，间接

提高了医院成本。

3、设备管理

无法实现设备的有效监测，目前只能靠人员的频繁检测完成日常管理工作，

人员成本较高。

4、日常维修管理

维修班组目前以各大楼划分维修范围，一方面维修数量差异大，

难以做到公平考核，另一方面目前通过电话报修的方式不能考核维修人员的维修

速度和质量。

三、 后勤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的建设成果

为解决目前我院在后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经过大量的考察和调研后，

我部由 2018 年 3 月开始建设独具省医特色的后勤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已于 6月

22 日完成一期建设（能耗监测系统、一站式报修系统），现已进行调试及试运行阶

段。

1、能耗监测系统

根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类分项能耗数据采

集技术导则》和《医院建筑能耗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等要求，结合目前医院

自身特点和管理需求，将医院所使用的能耗进行分类分项采集管理与分析，建立

医院后勤的能源管理制度和能耗分析模型，提高了能源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具体

能耗分析模型如下：

1）以建筑物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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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楼层及科室分类

满足科室独立核算要求：医院-院区-能源类型-建筑-楼层-科室-区域（房间）

-系统（设备）。

3）分项计量模型

满足设备运行能耗分析要求：医院-院区-能源类型-建筑-系统-子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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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层设计考虑，本期建设大平台功能模块全部上线，能耗水、电计量点位

首先覆盖到医院重点楼栋（第一住院楼、第二住院楼、第三住院楼、第五住院楼、

急救中心、院办公大楼、后勤大楼、教培大楼），其次本期侧重第二住院楼能耗

电计量到科室，包括门诊和医技的用电能耗，以及二住大型医疗设备的用电能耗，

空调区域能耗、蒸汽区域能耗、二住楼层环境品质和室外环境品质（温湿度、CO2、

VOC、PM2.5、光照度）、以及空调冷水主机的监测。

一期工程共设监测点位 399 个，包括变压器监测点 14个，配电房电耗点 52

个、楼层电耗点 187 个，冷热水耗点 8个，空调冷热量计量点 5 个，蒸汽计量点 5

个、环境监测点 33套及 3 套特灵空调主机对接点。

经过数据的录入和对比，可以直观的查看各年份、月份的能耗情况，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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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7 年用水量柱状图

2017 年 1-7 月和 2018 年 1-7 月用电量柱状图

通过能耗监测系统，能够做到以下相关工作：

关联分析：通过能耗关联分析结果，调控关联因子以降低能耗，充分挖掘节

能空间和节能方向。

环境分析：通过监测各点位的环境因子（如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

的采集和分析，参考各因子的合理评价区间，对偏离的环境因子做出合理调整，

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环境舒适度，降低设备的损耗。

负荷预测：以水电等历史能耗数据为基础，分析用能需量和调整用能策略，

对实际能耗异常情况作出及时处置。



- 8 -

KPI（关键绩效指标）管理：对医院科室的各项用能进行配额及考核，细化到

末端节点的各类用能指标进行月度或年度 KPI 进行配置、监测、预警、告警、能

耗趋势预测。

2、一站式报修系统

医院传统的报修模式为人工打电话到水电气等班组分别报修，流程繁琐，不

仅给临床科室增加负担，也给维修班组造成困难。

一站式报修系统是独具省医特色、以工单驱动的服务平台，利用手机 APP 或

电脑实现临床服务的信息化、移动化。确保服务进度可跟踪，过程可追溯，材料

可统计，质量可考核，服务可评价。未来拟接入医院公众号，加大一站式服务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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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报修系统工作流程图

一站式报修系统的作用：

1）降低科室呼叫维修服务所需时间，避免多头管理；

2）科室可全称查看服务进展，监督服务质量，提高维修效率；

3）通过电脑或手机 APP 可录入维修问题的情况，并拍摄相应图

片，便于提高维修人员的维修速度；

4）通过系统可核查各类维修材料的使用情况，提高了物资的管理能力。



- 10 -

5）通过系统的监管，可促使维修人员发挥积极性，便于对维修人员进行考核

管理，在后期建设中还将设置抢单功能，通过工作量进行考核。

四、 后期信息化建设的未来发展

我部下一步将利用后勤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对全院科室做好能源监测和维修

服务，通过管理手段最终实现成本控制。在后续建设中，我部拟将能耗监测系统

全面铺开，做到无死角监测，做到真正的精细化管理。

加强医院后勤信息化管理不仅能促进后勤的管理变革，同时也成为后勤服务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对建设“智慧医院”的不断推动，后勤信息化

管理系统必将对医院的信息化、现代化、精细化管理起到极大的助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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