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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类电子元器件的尺寸也在不断的缩小,但它的功能却逐渐增加,电子信

息技术也越来越得到普及,但是在医疗设备行业中,还需进一步扩展,以便更好的进行服务。因此,本论文

从携式电子医疗装备和医疗仪器维修两个角度出发,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希望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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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ize of various electronic components is 

also decreasing, but its function is also constantly enhanced, 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populariz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to users and manufacturers have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However, in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not been popularized. Although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lready be applied in some areas of medicine, its scope of applic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more people.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namely portable electronic medical equipment and medical instrument maintenance,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detail,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ts wid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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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医院的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基础医学设施日益

完善,医疗器械的品种与数量也日益增多。仪器的应用为临床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便利,极大地提高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效率。所

以,医疗仪器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到疾病的诊疗结果。当前由于

医疗设备引起的医疗安全事故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这会给医院

带来很大的影响。医院要对医疗设备的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采用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来提升医疗设备的管理质量与效

率,保证医疗设备的使用质量,以此来降低医疗安全事故的发生

频率。为此,作者根据医院设备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如何

将信息化技术运用于医疗设备管理工作进行了探索。 

1 电子信息化医疗设备应用现状分析 

1.1便携式电子医疗设备应用现状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便携式电子医疗器械已发展成熟,并形

成了一套完善的器械制造规范。在国内,便携式电子医疗器械的

使用也比较多,其中以电子血糖仪、血压计、助听器和电子体温

计为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1.1便携式电子医疗器械的受众群体对医疗相关知识的

了解程度不一。在我国,便携式电子医疗器械的用户群体构成比

较复杂,包括儿童、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因为缺少相应的知识

引导,在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一些错误行为,这极大地降低了

仪器使用的准确性和寿命。 

1.1.2目前在市场上销售的各种设备,其性能和制造工艺都

有很大的差别,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国内还没有一个便携式电

子医疗设备的出厂标准,这就造成了流通中的仪器功能和操作

过程不一,给用户增加了购买和使用的困难。 

1.1.3不符合标准的便携电子医疗器械的生产,会有一些安

全风险,在推广使用之前,要确认进行生理实验以及设备的使用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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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电子医疗器械维修现状 

现代精密的电子医学仪器广泛应用于我国的医院和其他医

疗单位,为临床诊断和治疗多种疾病提供了方便。在维护时,维

护人员必须先熟悉设备,使用说明,维护手册,电子线路,以便更

好地进行维护。但是,当前国内医疗仪器数据的存储还存在着一

些缺陷,有些医院的数据还不完善,这是因为在采购了相应仪器

之后,医院和其他医疗单位没有很好的保护意识,造成了一些数

据的丢失。此外,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以及保护自己的权益,

厂商一般都会采取高度机密性措施,不愿意向医院或买家泄露

太多的产品资料。这两方面因素造成了医疗器材使用单位的产

品数据缺失,给设备维护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2 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中的应用 

尽管网络、计算机等电子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比较晚,

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它的各项技术都比较成熟,

也被运用到了各个行业,而且它的应用效果也被人们所公认。所

以,在医疗设备中运用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具有理论依据,而且也

被实践所证明。 

2.1电子信息化技术在便携式电子医疗设备中的应用 

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等的普及,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实现

医疗资源的共享,为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于医疗器械领域提供了

方便。用户可以通过在线查看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通过平台

来分享自己的使用经验。另外,移动终端还具备数据存储功能,

可以保存用户一段时间内的测试数据,以便将来病人住院时向

医生提供,从而帮助临床作出正确的诊断。 

此外,电子信息技术可以提升便携电子装置的智能化水平,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用户的使用便利性。智能电子医疗器械

可以缩小使用者在知识层次上的鸿沟,确保具有不同知识背景

的人都能使用。比如,可以添加语音提示,视频提示等,从而有效

减少设备的使用难度；或者为特定的群体量身定做相应的装置,

以便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等。 

2.2电子信息技术在大型医疗器械维修中的应用 

临床上使用的大型精密仪器的制造工艺、流程、涉及的学

科等都比较复杂,如果维护人员不了解其制造流程和工作原理,

就很难在出现故障的时候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导致维修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电子信息技术来实现远程诊断。比如,

如果医疗机构的维修人员不能正确判断出设备故障的原因,那

么就可以通过视频方式与制造厂商取得联系,由厂商来远程诊断

设备,确定了故障原因后,就可以及时引导维修人员进行故障检

修。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增强厂商之间的协调工作,从而提升医

疗器材使用单位的维护效率,对于保障日常诊断和治疗工作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目前国内已有大量的进口医疗器械,而国

内却没有相应的代理机构,部分关键零部件还需要从国外采购,

这就造成了医疗器械的维护滞后。因此,可以应用电子信息技术

的优势,比如,当仪器出现故障时,可以立即与厂商取得联系,在

厂商工程师的指导下,对仪器的故障进行诊断,并订购缺少的部

件等。这样,在工程师的引导下,可以使维护工作更加规范。 

3 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管理和维修中存在的

问题 

3.1信息化管理维护水平较低 

医院各科室每年都要面对大量的设备采购需求,需要分别

进行登记、汇总。在采购装备的前期工作中,仍有许多工作需要

完成。目前,医院的设备档案还没有实现信息化,设备文件都是

以纸张形式存储。另外,很多管理人员对不断增加的医疗器械也

感到无措。由于每年招标数量巨大,除了要对所有的供应商进行

综合评审外,还要与大量的供应商进行交流与会谈。若不遵照规

定,将会轻易造成器材档案资料遗失。因为备份文件资料遗失,

会增加维修难度,服务品质亦受影响。除此之外,当前大部分的

医疗仪器都是由人工来进行管理与维修的,总体而言,设备的信

息化管理与维护水平还比较低。 

3.2使用情况无法掌控 

随着医疗设备种类的增多,其应用也日益复杂化。当医疗设

备投入运行后,其采集的数据是非常庞大的,因此需要对医疗设

备进行质量控制。综合服务平台是当前医院后勤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由求助台、操作手册管理、知识库、提醒、性能评价

和操作和维护面板等部分组成的操作和维护管理模块,但并没

有体现出医疗仪器在操作和维修这些设备的使用状况,而且电

子信息技术并不能在设备的操作与维修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3.3无法实现医疗设备的精细化管理和维护 

在对各个部门和设备采购制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每年购

买设备的经费是很少的,所以,在作出采购决定时,应考虑如何

利用现有资金以及客观的科学依据,保证各个部门采购急需设

备。在设备质保期间,要及时对医疗消耗品进行详细的资料查询,

明确设备质保的基本价格。但要快速的查询所需要的装备资料

十分困难,而且每一件设备都要开会讨论,经过一系列的流程,

十分繁琐。由于难以获得有关设备的资料,所以在设计、执行、

监测和加强对设备维修计划的反馈方面都更加复杂。因此为了

更好地进行医疗设备的精细化管理与维修,迫切需要对其进行

高效的技术支撑。 

4 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

域中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首先,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医疗设备的智能化水

平。通过将传感器、微处理器等电子元件与医疗设备相结合,

可以实现对设备的自动控制和监测。例如,在手术室中,通过电

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手术台的自动调节,使医生在手术

过程中更加舒适和便捷。同时,还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实时监

测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

稳定性。 

其次,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医疗设备的精确度和

准确性。传统的医疗设备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差和不确定性,而电

子信息技术的引入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处理,实现对设备的精

确控制和测量。例如,在影像学领域,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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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对医学影像的高清晰度显示和三维重建,为医生提供

更准确的诊断结果。 

此外,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还可以提高医疗设备的人性化

设计。通过人机交互界面的优化和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引入,可以

使设备的操作更加简单易懂,减少用户的使用困难。例如,在康

复设备中,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患者运动状态

的实时监测和反馈,帮助患者进行正确的康复训练,提高治疗效

果。然而,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

战。首先是安全性问题。随着设备与网络的连接越来越紧密,

设备的安全性也变得尤为重要。医疗设备的数据泄露和被黑客

攻击可能会对患者的隐私和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加强

对设备的安全防护和网络安全的管理,确保医疗设备的安全可

靠。另外,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推广还需要解决一些

技术和经济上的问题。目前,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还比较局限,

很多新技术和新产品还处于研发阶段。同时,电子信息技术的应

用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专业人才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加大

对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技术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运用具有巨大

的潜力和发展前景。通过提高设备的智能化水平、精确度和准

确性,以及人性化设计,可以为医疗单位和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和体验。然而,我们也要面对安全性、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挑战,

加强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电子信息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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