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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智慧医院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随着医改的深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医院信

息化由数据化建设向智能化建设发展。在已建成的医院信息化应用

体系基础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医院，构建医学人

工智能应用体系，开展智慧医院建设，是下一步建设的方向。 

目前，智慧医院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医院信息化方面。

医院信息化建设缺乏政策导向、标准缺失，医院内信息系统不能互

联互通、信息烟囱现象严重，医院信息化未能发挥其应用价值；具

体表现为：1.与医院业务模型脱节，基于传统 HIS（医院信息系统）

建立的医院信息化系统显然无法满足医院实际需求；2.功能模块模

糊不清；3.缺乏全流程可追溯管理；4.人性化、精细化不够；5.系

统智能化程度不高，对医疗支持和医院决策管理支撑不够。（二）

建设过程方面。1.信息集中程度低，缺乏共享与交换；一方面，智

慧医院建设缺乏整体性数据融合与集成；另一方面，数据没有标准

化、医院数据整合性不高；2. 医院单纯注重硬件建设，缺乏精细化

管理；3. 智慧医院的产品缺乏体系化和标准化，难以复制推广。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加以解决：1.以一体化建设思

路为指导，促进信息系统的信息集成，通过网络平台，促进临床信

息系统的信息集成，提高效率并减少医疗差错，提高医疗质量；2.

推动区域化建设，建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使医疗服务人员、公共

卫生工作者、居民、卫生管理者能及时获取医疗健康信息；3. 以患

者需求为出发点，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部署，引入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分步实施，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

效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患者就医感受。 

（来源：安徽省科技创新战略与软科学研究专项“智慧医院建设模式与趋势创

新研究”研究成果，主持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储爱琴） 

 



 

 

 

山东以省委名义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 

 
近日，山东以省委名义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以省委名义成立

科技创新委员会，这在全国尚属首创。7月 17日，山东省委科技创

新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委科创委”）召开第一次会议。 

山东省委科创委由省委书记和省长担任双主任，副主任由省委

组织部部长、省军区司令员、省委秘书长、分管科技工作的副省长

担任。 

山东省委科创委主要职责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对全省科技创新重大规

划、重大政策、战略工程牵头抓总；研究审议全省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工作；推进全省科技创新平台发展、重大科技任务和重大科技项

目实施，加快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协调解决全省科技创新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等。 

（来源：科技日报） 

 

上海发布新一轮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三年行动方案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

动方案（2021-2023）》（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行动方

案》提出，到 2023年，上海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金额超过 3000亿元，

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超过 300亿元，发展 100家以上多模式、

专业化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亮点一：强调科技成果概念验证。《行动方案》鼓励科研事业

单位筹资设立概念验证基金，试点建立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引导资金，

鼓励投资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等投资早期科技成果。亮点二：支持

专项改革试点。《行动方案》特别提出，支持上海交通大学落实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亮点三：丰富成果转化主

体。上海集聚众多国企资源，孕育大量成果和产业需求，《行动方

案》强调国企体制机制改革，包括推动国企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等。 

（来源：腾讯网） 



 

 

 

▲ 强磁场中心研制成功 25T/148mm 的新磁体（来源：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网站）。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强磁场中

心强光磁集成实验装置关键技术预研团队通过攻关，发展了一台大

孔径高场磁体（HM2），在 148 毫米的大孔径内，可提供 25 特斯拉

中心磁场强度。该磁体为我国科学家探索新型有机超导体、材料生

长与改性以及下一代实用化高温超导材料等一系列前沿和应用基础

研究以及应用研究提供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大口径高场实验条件。HM2

磁体拓宽了现有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实验条件，改变了我国科研

工作者开展高稳态场下高温超导导体或电缆性能研究依赖国外测试

的工作局面。 

▲ 合肥研究院研制出磁响应的农药控释平台（来源：中国科学

院合肥物质研究院网站）。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吴正岩和副研究员张嘉团队与东华大学教授蔡冬清合作，构建出磁

响应的核壳结构纳米农药控释平台。该平台拥有良好的磁响应能力，

可通过磁场变化调控药物纳米颗粒的振动，实现农药分子的可控释

放。该技术作为一种绿色高效的农药控释体系，在提高农药利用率、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 我国科学家在小型化自由电子激光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显著提升激光尾波场加速的电

子束品质，并结合创新设计的紧凑型束流传输与辐射系统，在实验

上首次实现了基于激光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放大输出，在国际上

率先完成了台式化自由电子激光原理的实验验证，对于发展小型化、

低成本自由电子激光器具有重要意义。 

 

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送：各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开发园区， 

各市科技局、招商局，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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