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出手机，患者在小程序上获取院内各

科室的精准导航；通过自动化设备，患者采

血 检 验 的 等 待 时 间 大 大 缩 短 ；依 托 智 慧 后

勤物联平台，医院降低设备能耗，提升工作

效率……

近 年 来 ，广 西 医 科 大 学 第 四 附 属 医 院

——柳州市工人医院按照智慧医疗、智慧服

务、智慧管理等标准，持续推进智慧医院建

设，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门诊、住院、后勤等各

个环节，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医疗服务。

智慧医院就医流程有何不同？就医体验

如何？高效智能化管理怎样实现？记者进行

了探访。

导航传感器、云影像
平台、自动发药机……

门诊就医：自动化应用增多

“直行，30 米后右转，心血管内科就在您

的右手边。”第一次来柳州市工人医院就诊的

李芳芳拿出手机，点开院内导航的小程序，在

语音提示下，不过几分钟就找到了要去的科

室。“太方便了，医院再大也不怕迷路了。”李

芳芳说。

院内怎么精准导航？柳州市工人医院信

息科主任梁旭信指了指医院内大理石立柱上

的“纽扣”，“这些是传感器，在医院的门诊、急

诊和住院楼都有安装。同手机蓝牙连接后，

可以精准定位，实时进行院内导航。”

“最近胸口有点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进入诊室后，李芳芳向心血管内科医生夏萌

讲述了自己的症状。

尽管没有在本院就诊过，但李芳芳在市

内 其 他 医 院 所 做 的 检 查 影 像 ，夏 医 生 都 看

得到。

“今年 4 月 1 日，医院接入了柳州市‘云影

像’平台，录入信息后，就诊者在柳州市内医

院所做的检查检验结果和病历信息都可以实

现提取。我们还可以互相调取超声、病理、磁

共振等医疗影像。”夏萌说，就诊者无需携带

实体胶片就医，方便多了。

问诊完毕，夏萌给李芳芳开好了药，“进

入医院小程序，在手机端缴费后，就可以直接

去药房拿药了。”夏萌提示。

走进药房，两台装满各类药物的自动发

药机映入眼帘。“就诊者缴费后，医生开出的

处方会自动流转到药房，我们把带有就诊者

信息的条形码打印出来，扫描后就可以实现

发药机自动发药。”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石

业队介绍。

“需要拆分的药品也能自动发放吗？”记

者好奇地问。

“当然，借助智能拆零分装机，单粒或者

多粒药品也可以实现自动发放。”石业队说。

“哗”的一声，10 片白色药片从智能拆零

分装机中掉下。石业队把药片封装好，连同

整盒药物交给取药窗口。信息核实无误后，

在窗口前等待的李芳芳拿到了相关药物。

准备离开医院时，门口的志愿者提示李

芳芳，有任何病情和用药方面的疑惑，都可以

通过医院小程序上的“图文咨询”或者“视频

咨询”询问对应的医生。

“ 咨 询 免 费 ，能 随 时 和 医 生 交 流 ，真 不

错！”李芳芳说。

“2020 年 10 月，我们获得了互联网医院

资质，院内信息化平台将各类数据进行汇总

整合，同时与院外相关单位互联互通，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柳州市工人医院院长

黄海欣说。

标本传送带、自动检
测仪、手术机器人……

检查治疗：数字化技术增强

早上 9 点，柳州市工人医院门诊部 2 楼的

医 学 检 验 科 里 ，已 有 不 少 就 诊 者 在 等 待 抽

血。排队人数不少，但排队的时间并不长。

“从采血到分拣，我们都有自动化设备。”

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技师吴昊说，扫描就诊

二维码，带有条形码的空采血管会自动弹出，

完成采血后，只需将装有血液标本的采血管

放进窗口前的传送带即可。

经传送带运输，装有血液标本的采血管

会被送到检验室，在这里，根据不同的检测类

型，全自动微生物质谱检测系统会把采血管

分别放到 16 个小格子内，再进行分类检测。

借助采血和分拣的自动化设备，采血时

间平均压缩了 40%至 50%，比全程人工操作快

了近一倍。“节省了人力，也让就诊者等待时

间大大缩短。”吴昊说。

自动化设备在手术室中也有广泛应用。

晚上 7 点钟，普通外科一病区主任吴东波正在

控制手术机器人进行肿瘤切除手术。隔着手

术室大门，记者看到机械臂在手术台旁左右

移动，主刀医生则在离患者近 5 米的控制台前

进行操控。

“手术机器人的成像系统最大可放大 40
倍，手术时视野更清晰，下刀更果断。”麻醉科

主任张延卓说，手术机器人能突破人手操作

极限，也能大大缩短手术时间。

麻醉科手术室副护士长廖丽雯介绍，患

者家属可以通过小程序同步追踪手术进程，

手术室还与住院楼联网互通，相应科室也

能第一时间掌握手术状态。

“智能护理大屏上，有手术前、手术

中、复苏室和回病房等状态，显示患者

在复苏室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把

他们接回病房了。”柳州市工人医

院 普 通 外 科 四 病 区 护 师 彭 敏

介绍。

此外，柳州市工人医院还在各

科室应用智能中型箱式物流传输系

统，用于传递药品、标本、耗材等，共设

有 41 个站点，平均每箱到达时间仅 6 分

钟。自投入运行以来，这一物流系统总传

输量超 45 万箱，平均每天输送 485 箱，物流

效率大大提升。

后勤物联网、大数据
中心、信息化平台……

后勤管理：节能化建设增速

柳州市工人医院的后勤办公室里，派诺

科技运维项目经理何桂崔正在电脑前浏览医

院设备的运行情况，“这是智慧后勤物联平

台，除了本院区外，还覆盖了其他 3 个院区。”

智慧后勤物联网有多“智慧”？

“设备出现高温、漏水等异常情况时，会

触发传感器报警，屏幕界面自动弹出现场视

频，锁定设备位置。我们也会同步收到报警

短信，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排查。”何桂崔说，智

慧后勤物联平台实现了对医院配电房、中央

空调、物流系统、污水处理、医用气体等情况

的自动监测与预警，故障排查更精准更及时，

日常巡检也更加规范。

“每个月，我们都会对医疗、后勤等各项

数 据 进 行 分 析 ，为 各 级 管 理 层 提 供 决 策 依

据。”柳州市工人医院智慧医疗事业部副主任

方铭说，依托智慧后勤物联平台，柳州市工人

医院在降低设备能耗、提升工作效率等方面

成效显著，以中央空调为例，每日用电量由原

来的 8 万多千瓦时降低至 7 万千瓦时，每日可

节约电费约 6500 元。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

导下，广西各医疗机构在信息化建设、智慧医

疗服务等方面加快探索。截至 2022 年 12 月，

广西已建成 35 家互联网医院，较 2021 年增加

22 家。

“未来，我们希望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打造以‘临床、科研、运营’为

核心的大数据中心，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便捷的医疗服务！”黄海欣说。

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门诊将数字技术应用到门诊、、住住院院、、后勤等环节后勤等环节

智慧医智慧医院院探访记探访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壹壹

今年 3月，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的意见》，提出“积极运
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建设智
慧医院”。

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推
出手术机器人、建设智慧药
房……近年来，各地不断丰富
智慧医院应用场景，为群众带
来了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近距离观察一家医
院的智慧化转型实践。

核心阅读

图①：医护人员正在使用智能中型箱

式物流传输系统。

图②：住院部护士从送药机器人中取

出药品。

图③：后勤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智能后

勤管控平台对医院进行管理。

图④：广 西 医 科 大 学 第 四 附 属 医 院

——柳州市工人医院的互联网导航系统。

图⑤：值班护士使用智护屏查阅患者

信息。

以上图片均为陈新援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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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26 日是第三十六

个国际禁毒日。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公安禁毒部门针对新

形 势 ，研 究 新 问 题 ，推 出 新 战

法，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创新完

善毒品治理体系，大力整治突

出毒品问题，推动禁毒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巩固拓展全国禁

毒斗争形势整体向好态势。

确保毒品犯罪
控得住、打得掉、不
反弹

江 苏 缴 获“ 笑 气 ”2500 余

升；广东组织打击涉依托咪酯

违法犯罪行动，抓获犯罪嫌疑

人 47 名，缴获依托咪酯 100 公

斤……近年来，各地公安禁毒

部门对毒品违法犯罪始终坚持

“零容忍”，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确保控得

住、打得掉、不反弹。

开展“百城禁毒会战”“两

打两控”“净边”“清源断流”等

专项行动，推出“拔钉追逃”“集

群打零”“网上扫毒”等战法，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禁毒

部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

网上网下两个战场，有力遏制

了境外毒品渗透，严厉打击了

贩毒团伙网络。

据介绍，从 2013 年至 2022
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07 万 起 ，抓 获 毒 品 犯 罪 嫌 疑

人 128 万 名 ，缴 获 毒 品 651.9
吨，经过高压打击，毒品犯罪高

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国破

获毒品犯罪案件已从最高峰时

期的 16 万余起降至 2022 年的 3.5 万起。

近年来，贩毒分子不断改变运毒通道、藏毒手法、贩卖

方式，非接触式贩毒模式突出。为降低被查获风险，不法分

子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进行勾连，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涉

毒信息，使用小众社交软件组群通联，十分隐蔽。

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全国禁毒部门坚持全方位、

全链条打击，2022 年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毒 10 吨，其中涉互联网

贩毒案件 2761 起，缴获毒品 1.2 吨。

新型毒品问题蔓延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罂花美丽别欣赏，对毒莫存好奇心。”6 月 21 日上午，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古城景区内，当地禁毒部门组织“青州板

鼓”传承艺人以传统戏曲的形式进行禁毒宣传，引来游客驻

足观看。“这种表演形式让禁毒知识朗朗上口，只听一遍就

能记住。”来自青岛的游客赵先生说。

近年来，各地禁毒部门组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禁

毒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毒品危害，将禁毒宣传教育融入百姓

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各地常态化开展吸毒人员“平安关爱”行动，

深入实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推进吸毒人员网格化服

务 管 理 ，落 实 戒 毒 治 疗 、康 复 指 导 、关 怀 救 助 、就 业 扶 持

措施。

据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戒断 3 年未发现复吸人员

达 379 万名，是 2012 年的 5 倍多；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112.4
万名，较最高峰时期下降 56%。

应对新型毒品问题新挑战，禁毒部门超前防范、多措并

举，加强监测、查缉、列管，新增列管 58 种新型毒品，创新整

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合成大麻素类物质，严密防范新型毒

品研发制造，新型毒品问题蔓延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一滴污水就能检验出毒品，循线追踪，还可以挖出制毒

窝点；一只小鼠摄入毒品后的生理反应，可以影响定罪量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黑科技”被广泛应用到禁毒、缉毒

领域。加快推进禁毒重点科研项目建设，建成国家毒品实

验室和 5 个区域分中心；开展城市污水检测、毛发验毒和新

精神活性物质筛查分析工作；推进毒品监测体系建设，加强

毒情监测和效果评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新驱

动、科技赋能，不断提升精准打击管控能力，提高科学决策

水平，毒品治理能力水平显著提升。

禁毒国际合作取得务实成果

《2022 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提到，中国毒品主要来自

境外，国内地下制造毒品市场占比极小。

“近年来，在国际毒情持续蔓延大背景下，境外贩毒团

伙加紧策划组织，利用我国海域作为走私通道。”公安部禁

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海上贩毒新情况，我国积极作

为，主动开展海上毒品查缉行动，严厉打击跨国跨境海上走

私毒品犯罪活动。

据介绍，近 5 年来，多地公安禁毒部门联合海警、海关

等部门破获特大跨境海上走私毒品案件 10 起，抓获涉毒犯

罪嫌疑人 154 名，缴获各类毒品 5.72 吨，切断了多条跨境海

上毒品运输通道，打掉了多个海上跨境走私贩毒团伙，有效

遏制了毒品渗透国内、流入周边国家地区。

“金三角”地区仍是我国最主要的毒源地。历时 4 天 3
夜，总航程 500 余公里，5 月 26 日 12 时，随着一艘船体印有

“中国警察”字样的白色双层执法艇，慢慢停靠在中国关累

港，第 129 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完成。

为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打击流域违法犯罪活动，

2011 年 12 月 10 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

启动。

“我国深度参与联合国禁毒事务，在推进国际和区域毒

品共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安部禁毒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为合力应对解决突出毒品问题，我国与柬埔寨、

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共同建立和完善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机

制。在执法领域，推动建立湄公河流域“平安航道”、中澳

“火焰”、中柬联合扫毒行动等缉毒执法合作品牌，破获跨国

跨境毒品大案 800 余起，有效遏制了“金三角”地区毒品蔓

延，提升了区域国家毒品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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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四川省宜宾市智能

轨道快运系统 T4 线通车，线路全长

46.69 公里，共设站 22 座。轨道上行

驶的智轨电车从车辆控制系统、自

动化驾驶系统、最高运行速度、车辆

运行姿态、最大载客、乘坐舒适性等

方面都进行了提升和优化。

T4 线的投运，将有效缩短宜宾

中 心 城 区 与 南 溪 区 之 间 的 通 勤 时

间，缓解三江新区与南溪区的道路

交通压力，促进线路沿线的经济发

展。图为 6 月 25 日，智轨电车在 T4
线上进行行驶测试。

庄歌尔摄（人民视觉）

智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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