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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根本

改变以及现代工作与生活节奏的加快#脑卒中成为了一种高发

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的一种疾病*

$7#

+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

分布不均*

1

+

#既往全民参与脑卒中的预防很困难#伴随着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智慧云医疗的出现#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

慢性疾病的预防及规范化治疗成为了可能)云计算是由分布

式计算,并行处理,网格计算发展来的#是一种新兴的计算模

型*

!

+

)所谓/云计算0#就是以公开的标准和服务为基础#它以

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

务*

:

+

)目前#在国际上加拿大和芬兰等国家已经建立了卒中监

测方法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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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链接卫生行政数据库以及临床数据库#

开展以人群和医院为基础的卒中流行水平监测和医疗服务质

量,卒中预后等进行监测#对于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卒中发病

率,病死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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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云医疗平台的建立

可以监测卒中的医疗服务和预后#同时其丰富的临床数据也有

利于临床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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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云医疗模式下脑卒中的预防,治

疗与康复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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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

防

预防的环节主要包括居民健康电子档案的建立,脑卒中患

者高危人群的筛查,动态危险因素监测,健康指导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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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电子信息的建立
!

健康电子信息包括了居民的

一般信息和与脑卒中密切相关的信息)一般信息主要包括姓

名,身份证号,现住址,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人关系,建档日

期,登陆代码,指纹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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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卫生部
#"$"

年1病历书写

基本规范2和1黑龙江省病历书写规范2部分相关信息制定)与

脑卒中密切相关的信息包括了血压,血糖,吸烟史,体质量,运

动量,血脂,房颤,脑卒中家族史,既往脑卒中发作,既往短暂性

脑缺血发作)以上信息参与者或医护人员智慧云医疗服务平

台给予记录)居民可通过社区医院体检由社区医院将居民的

与脑卒中密切相关的信息实时动态上传至智慧云医疗服务平

台)部分居民可通过移动应用服务$

+33

%自行上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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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的筛查
!

参与者的信息输入智慧云医疗服务平

台#平台程序参考
WHH?G)CB6a?RFH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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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

给予脑卒中危险评分并进行分组#即分为高危组,中危组,低危

组)对于中高危组人群系统平台将自动给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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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危险因素监测
!

医护人员或参与者定期测量参与者

的血压,血糖,体质量,运动量,血脂,房颤等#将测量结果输入

智慧云医疗平台#实施动态监测#对于脑卒中家族史,既往脑卒

中发作,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信息的改变#要在系统中及

时更改)系统通过以上信息的更改再次给予脑卒中危险评分

并给予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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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指导
!

对于系统评分为高危,中危的参与者#系统将

报警)医护人员得到报警后#查看参与者与脑卒中相关的因

素#对于异常的可改善的相关因素如血压,血糖,体质量,运动

量,血脂,房颤等因素给予健康干预)通过积极干预危险因素#

减少酗酒,吸烟#适度参加体育锻炼#控制体质量指数#建立健

康的生活方式#控制血压,血糖#降低血脂等#对预防和降低脑

卒中的发生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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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急救

急诊急救主要包括了
$#"

急诊的接诊,医院诊治,脑卒中

再入院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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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
!

对于平台注册的参与者突发脑卒中意外#患

者及家属可通过移动终端
+33

或登录系统报警#也可以直接

拨打
$#"

急诊急救中心#急诊急救中心接到报警信息后#通过

平台一方面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现住址,联系人,联

系电话,联系人关系等信息)根据患者的基本健康信息#给予

预判断并准备好相应急救措施出诊)另一方面向各医院发送

接诊信息#确定能够接诊的医院)患者可直接被
$#"

送入已经

做好准备的医院直接进行救治#节约大量送诊及问诊时间#使

脑卒中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及时恢复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

流灌注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关键)目前证实有效的治疗办

法是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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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注射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BC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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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静脉溶栓实现血管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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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脑出血血肿扩大的时间

多在
%D

以内)所以脑卒中患者尽快接受治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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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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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诊治
!

接诊医院通过智慧云医疗平台了解患者既往

基本情况包括血压,血糖,吸烟史,体质量,运动量,房颤,血脂,

脑卒中家族史,既往脑卒中发作,既往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并

通过平台向
$#"

急诊医护人员了解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给予可

能的诊断#并做好相应的急救措施)为急诊患者的救治赢取了

大量的宝贵时间)同时平台也会给出近期的脑卒中治疗规范#

进一步指导临床的治疗工作#为患者规范化的治疗提供规范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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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再入院
!

脑卒中患者中再次发生脑卒中的概率更

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第一年累积卒中复发率为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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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再次发生脑卒中的患者#通过智慧云医疗平台

对于以往的诊疗信息进行查阅#对于再次入院的患者给予提供

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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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

复

脑卒中患者入院治疗病情平稳后#对于有神经功能缺失的

患者向康复医院发送会诊信息#康复医院通过平台了解患者的

基本情况#为患者制订合理的康复计划)患者能够得到早期的

规范化是康复治疗#将大大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在急性

期进行康复训练可以有效降低脑卒中患者的病死率,致残率及

复发率#有效减轻患者的痛苦及经济负担#有效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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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住院时间#使患者能够早日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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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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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结

通过智慧云医疗平台干预脑卒中的预防,治疗及康复工

作#将大大改善我国脑卒中的现状)智慧云医疗平台收集的大

量云医疗数据也将进一步指导临床工作)目前国际上许多发

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关于脑卒中及其他疾病的计算机网络平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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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开展此项工作*

#1

+

#由于国内进

行的比较晚#系统平台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的开发研究)希望

更多的医护人员计算机工作者及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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