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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联体系统架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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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医疗发展中，医联体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医联体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模式使得群众方便就医，充分发挥了三

级医院的龙头作用，极大的促进了现代医疗的建设与发展；在医联体建设中，医院间数据共享时需要保障数据的安全，并需要建

立明确的协议标准，传统的医联体架构已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采用区块链中的联盟链技术，根据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安全保障等

特点，对现代医联体建设提出新的技术思路与系统构架，保障了医联体医院间数据传输的数据安全问题，使医联体更好地适应医

疗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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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医联体是区域医疗联合体的简称，是指在一个区域内，

由不同级别、类别医疗机构之间，通过纵向或横向医疗资

源整合所形成的医疗机构联合组织。医联体以大带小，以

强带弱优势逐步凸显，充分发挥了三级医院的龙头作用，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现代医疗的建设与发展。

在医联体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也渐渐浮现出来，由

于同一医联体中的医院之间利益关系不明确，导致医院与

医院之间无法建立一致的协议标准，资源整合不到位，影

响医联体正常的运行。在运作时，医联体首先要求数据能

够在机构中有效准确可靠的流动，并且要保证数据的安全

与脱敏加密，隐私保护，同时医联体还要有一套完善可信

的运行机制，传统的中心化医联体系统架构已无法解决这

些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联体建

设，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公开透明等特性，解决医联体医

院之间的数据的安全问题，并通过智能合约建立明确的医

院间利益关系。以期推进医联体发展，为医疗行业信息化

发展提供参考。

１　医联体简介

当前我国医联体分为３种：松散型、半紧密型和紧密

型。在实际中，大多数为松散型医联体，而较少是紧密型

医联体。

在发展的过程中，当前的医联体架构面临如下几个

问题：

１）在医院业务系统中，缺少一个能将所有的数据进行

实时采集整合的方法，通常的方法如视图同步等无形中极

大增加了服务器压力，导致系统不稳定甚至宕机，且无法

实时同步数据，导致数据无法完整地共享。

２）不同医院之间无法建立协商一致的协议标准。由于



第９期 宋　波，等：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医联体系统架构研究 ·１９７　　 ·

各个医院节点无法建立信任以及受约束的管理机制，且资

源分配不均，无法自由安全地交换和传输医疗信息数据，

更谈不上相互之间形成共识机制。

３）缺乏一个在不同医院数据传输的同时确保信息的稳

定性、可靠性、不可篡改性及可追溯性的安全机制。由于设

计初期设计的缺陷，各个医院中存在 “信息孤岛”的问题，

缺乏一个安全、可靠、可信的技术能够打破目前缺的僵局。

２　区块链技术简介

区块链技术 （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是将多种的技术有机结合

并再加以创新的新模式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公开透明、

共享账本等的特性。区块链没有中心管制，即使一个节点

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体，使系统更安全可靠稳定。区块

链具有公开透明的特性，链上的数据和系统信息可以被全

节点审查和追溯，这是区块链值得信任的基础。区块链上

的数据信息是无法篡改的，数据上链后会被永久存储，且

数据经过安全加密，使得区块链数据信息更加安全。

在发展过程中，区块链主要被分为３种，分别是私有

链、公有链及联盟链。私有链一般都会被某个组织机制内

部使用，区块链上的权限规则完全由私有组织控制，参入

的节点资格也会被严格限制。

公有链是完全的去中心化区块链，节点的添加不需要

做任何验证机制，且所有节点拥有等同的权限，没有任何

节点能控制或篡改区块链数据的读写，比特币就是著名的

例子。

联盟链是一种典型的多中心结构区块链，其本质是分

布式的托管记账，不需要相互信任即可实现数据的可信互

换，一般是由达成约定的组织机构共同建设和维护的，各

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织，必须要通过授权

才能够加入或者退出网络。

３　基于联盟链的医联体架构

目前，区块链的特性大部分都运作于金融行业，而区

块链技术运用到医联体中优势也是是十分显著的。其去中

心化、防篡改等特性恰好解决了医联体中所存在的问题，

具体应用如下：

１）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最重要的特点。在区块链医联

体系统中，每个医院或者机构都是一个独立的节点，医院

应用的数据各自保存在各自的医院服务器内，且区块链数

据经过加密保证了区块链上的数据的安全，授权的节点之

间可以安全自由的传输数据信息，解决了各个医院之间的

数据安全共享问题，并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共识机制。

２）区块链可以将医联体中医院里的各个应用数据信息

整合在一起，形成数据分中心，实现医院节点的信息整合。

３）在区块链医联体中，政府部门负责整个系统的监

管，而区块链具有的公开透明、可追溯的特点，使得政府

部门更易于监管接入，获得更加全面实时的监管数据。

基于联盟链的医联体系统架构设计：

目前，我国医联体多数为松散型医联体，而较少为紧

密型。松散型医联体组建简单，但机构间各自为政，貌合

神离，作用不明显；紧密型医联体是高度集中的医疗联合

体，医联体医院之间可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更佳利于现

代化医疗的发展。

比起传统的医联体形式，本文认为联盟链更符合医联

体的运作形式，由卫健委为审计节点，负责监督和审查，

三级医院为验证节点，二级医院或其他医疗机构等为非验

证节点，即保证了卫健委的有效监督和宏观把控，又解决

了医联体医院之间的数据交互、节点认证等问题。机构间

的业务关系通过专门的通路连接起来，数据通过通路可实

时准确的同步，在医联体内形成紧密且安全的业务网，实

现松散型医联体到紧密型医联体的转变。

１）基于联盟链的医联体系统业务架构：

在医联体中，各机构与机构之间存在紧密的业务关系，

使用联盟链更符合医联体的运作形式。ｃｈａｎｎｅｌ是联盟链之

间传递和同步数据的一种手段，将制定的节点连接在一起，

不相关的节点无法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具有保密性的通道

链路，实现机构与机构之间安全快速的交易。医疗机构之

间业务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医疗机构关系图

医疗机构之间结构如图１所示，在医联体中，上级医

院和下级医院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转诊或医疗资源的共享。

以转诊为例，当医院Ａ接受到无法治疗的患者需向上级医

院Ｂ转诊时，医院 Ａ需将患者的诊疗信息上报给医院Ｂ，

医院Ａ与医院Ｂ之间的利益关系智能合约会自动执行，这

样既减少了患者的重复检查，同时也避免了医院之间的利

益关系的不明确。

医疗监管部门之间、管理部门与医疗机构之间业务结

构如图２所示。

如图２所示，卫健委在此区块链系统中作为监管部门，

监管所管辖医院的医疗信息与医疗机构之间的交易信息。

每个区的医院由各区的卫健委负责监管，医院会将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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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监管机构医疗机构关系图

医疗信息上报给卫健委，监管部门之间关系由所管辖区域

关系决定，上级部门负责监管下级部门，下级部门将其收

到的医院医疗信息进行汇总并上报给上级监管部门，实现

了一个层层递进的管理链。

２）基于联盟链的医联体系统组织架构：

根据医联体系统业务架构，首先要保证系统的稳定，

机构与机构之间的链接，其次要保证数据的在机构间能够

准确安全的流转，还要保证智能合约的合理，所以将医联

体区块链系统上下分为５层，分别为数据层、网络层、共

识层、合约层和应用层如图３所示。

如图３所示，数据层为底层的技术，负责存放区块链

数据和存放医院里各个应用的数据如 ＨＩＳ （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ＭＲ （电子

病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等，数据保存在各个节

点的本地数据库中；区块链数据为医院之间转诊或共享医

疗资源的数据、医院与监管部门之间上报的数据和监管部

门与监管部门之间上报的数据，并加以加密存储保证数据

安全。

网络层主要负责点与点之间的链接，又被称作为点对

点技术，主要包括Ｐ２Ｐ组网机制、数据传播和验证机制。

Ｐ２Ｐ网络由多个节点组成，一般分为验证节点、非验证节

点和审计节点构成，其中卫健委担任审计节点，负责对区

块链医联体系统内的交易进行审计与监督；三级医院担任

验证节点负责进行对非验证节点的合法性验证与背书。

共识层封装了网络节点的各类共识机制算法，能让高度

分散的节点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网络中高效地针对区块数

据的有效性达成共识决定了到底是谁来进行记账。目前最

为知名的有３种共识机制———工作量机制证明 （ＰＯＷ）、权

益证明机制 （ＰＯＳ）、股份授权证明机制 （ＤＰＯＳ）。

合约层就像一个自定义的电子合同，是区块链可编程

特性的基础，其中封装各类脚本、算法和智能合约，规定

了医联体中转诊、智能合约、数据权属等执行规则。

应用层为利用编程语言实现的可视化界面的客户端，

客户端和部署到Ｆａｂｒｉｃ链上代码部分的服务器端业务合约

共同完成应用功能。

采用图３区块链系统框架，首先解决医联体内医院之间

的医疗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问题，区块链中每个节点的数据

都会通过共识机制进行一致扩散，使得每个医联体内每个业

务机构的数据一致，而且区块链层多中心化的设计使得一个

客户端破坏也能正常运行，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合约层规

定了一致的协议标准，明确了医联体内的共识机制。

３）基于联盟链的医联体系统模块设计：

根据医联体系统架构业务需求，用户类型分别为监管机

图３　医联体区块链分层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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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医疗机构两种，医疗监管机构要监管医院的交易的合

法性同时还要监管着整个系统；在客户端将数据上链时需

要进行加密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所以基于区块链架构将医

联体分为５个模块，分别为区块链平台模块、智能合约模

块、应用模块、审计模块及数据隐私模块。如图４所示。

图４　区块链医联体系统模块图

图４为区块链系统的系统模块图。其中底层为区块链

平台模块，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组成。主要负责如下几个

功能：

１）区块链平台模块负责将区块链链上的数据进行保存

与读写，并保证各个节点中的数据保持一致。

２）区块链平台模块负责区块链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链

接，并能够动态的增加或移除节点。

３）区块链平台模块负责对区块链上的数据进行特定的

加密解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与准确性。

４）封装共识机制，让一个决策权分散的系统达成

一致。

（１）智能合约模块是应用模块与平台模块的中间层，

封装预定义的若干状态、转换规则、触发条件以及应对操

作等［１］，负责向应用层提供ＡＰＩ，如合约的部署、调用、执

行及注销，医院之间病人的双向转诊、医疗资源共享等，

合约代码保存在区块链平台中。

（２）数据隐私模块负责在交易过程中，对上传的数据

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密钥只在相关方向共享，以保证数据

不会被非相关方得到。

（３）应用模块是利用编程语言实现的面向用户的客户

端，提供可视化操作，能够使用户通过调用智能合约，对

区块链数据进行查询和上传数据。

（４）审计模块由卫健委担任，负责监管整个系统，对

医院之间的交易进行审计、监督，保障数据交易的合法性，

并进行追溯与管理。医疗机构通过区块链，在卫健委的监

管下，调用智能合约模块，对区块链医联体系统的其他节

点进行交易。

４　基于区块链的医联体系统工作流程

医联体内具体的工作流程与所需运行的业务有关，具

体体现在对应的智能合约的执行过程。本文以转诊为例介

绍基于区块链的医联体系统运行流程，假设二级医院为Ａ，

上级的三级医院为Ｂ，区县卫健委为Ｃ，其中，区县卫健委

为审计节点，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区块链医联体系统的流程图

当二级医院Ａ收到患者无法确诊并要向三级医院Ｂ提

交转诊时，医院Ａ首先要通过医院应用客户端，向卫健委

Ｃ提出上报申请，医院客户端会调用上报信息智能合约将

上报申请数据上传到区块链，上链的数据会经过数据隐私

模块进行加密保护，卫健办对获取到的上报信息进行验证

与审核，当数据通过验证时，卫健委Ｃ会将审核结果通过

区块链返回给医院 Ａ。当审核不通过时，不予办理转诊；

若审核通过，医院Ａ需将数据通过转诊ＡＰＩ调用转诊智能

合约将转诊数据和患者的性别、年龄、电子病历、医学影

像、病理等数据上传于区块链，二级医院Ｂ再通过区块链

上的智能合约获取到转诊信息与患者数据并同步到本地数

据库中，同时，医院Ａ与医院Ｂ之间的利益与其他的条例

也会通过智能合约运行。这样转诊信息与患者的治疗方案

以一种精准实时、安全可信的方式在医联体内流转，不仅

能够节约医疗人员人力时间成本，也能增加患者本身对医

院、医生的信任，同时也避免某些重复检查项目。

５　实现与分析

医联体系统合约采用Ｇｏ语言实现，实现了医联体平台

中转诊、医疗资源共享、医疗信息上报、数据查询等功能。

５１　合约主结构

合约以ｍａｉｎ方法为入口，Ｉｎｉｔ方法和Ｉｎｖｏｋｅ方法是合

约里不可缺少的两个方法，分别负责初始化合约和调用合

约，实现如图６所示。

如图６所示，ｍａｉｎ方法中调用ｓｈｉｍ．Ｓｔａｒｔ方法启动合

约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ｉｔ方法将此合约初始化之后Ｉｎｖｏｋｅ

对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里的方法进行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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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合约主结构代码图

５２　智能合约的实现

以转诊为例，每一位患者进入医院就诊时会有一个切

唯一的就诊号，就诊号绑定着此患者的诊断和检查等医疗

信息，当医院之间需要转诊时，原始医院须向目标医院提

供患者的诊号。

在合约实现时，首先考虑的是验证数据的合理性，验

证分别是参数个数、数据是否存在和原始医院是否存在患

者，实现如图７所示。

图７　数据合理性校验代码图

校验完数据合理性后需要将数据状态更新到区块链上，

写入状态主要需要实现如下３个功能：原始医院删除患者ｉｄ、

目标医院加入患者ｉｄ和患者转诊记录，实现如图８所示。

图８　写入状态代码图

医院之间原始医院将转诊患者ＩＤ转到目标医院，目标

医院可查看患者的就诊号绑定着此次就诊的医疗数据，也

就实现了医院之间患者的转诊。

６　结束语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医联体中，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医

联体建设中存在的数据共享、合约不统一等问题，医联体

医院之间可以信任安全的进行交易，无需担心信息泄露与

篡改，建立起一套互信共享的机制。在区块链＋医联体的模

式下，信息能够被快速的共享，也能避免患者检查重复项。

同时，上级医院专家到社区医院坐诊时，可以通过区块链

应用对患者进行远程会诊，方便了医院与医院之间的联系。

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医联体将对医联体带来深刻的变革，

极大促进区域医疗建设，多方面的提升健康医疗服务效率

和质量［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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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巡检机器人在电缆沟中采集的数据

５　结束语

为了解决地下电缆沟的在线监测问题，针对地下电缆

沟环境设计了一种基于改进ＤＬｉｔｅ算法的电缆沟巡检机器

人。在实际地下电缆沟环境下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

表明，本设计具备较好的地下电缆沟运动能力，能够实现

地图构建和自主导航避障，实时监测电缆沟内部状况，并

具备良好的人机交互功能。根据实验情况来看，本机器人

系统存在的主要不足主要包括摄像头拍摄自由度不够，存

在观测死角；目前的通信方式在地下电缆沟环境中的通信

距离有限，限制了工作距离；功耗较大，运行时间受到限

制。接下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３个问题的解决上。电缆

沟巡检机器人系统的完善，将减小工作人员的巡检强度和

难度，提高提高电缆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具有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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