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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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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科慈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昉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禾连网络科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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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内患者定位追踪物联网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疗机构内的患者室内定位追踪的一般要求、安全要求、定位终端技术要求、室内定

位物联网基本要求、患者定位追踪物联网应用软件功能要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集成技术要求、开放患

者定位追踪物联网应用软件服务接口技术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利用室内定位物联网技术对医疗机构内的患者根据看护要求进行室内定位

和追踪的看护管理。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机构内患者定位追踪的看护管理系统建设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注:本标准所指的患者是医疗机构需要定位追踪看护的患者,如阿尔茨海默患者、精神状态异常患者、严重抑郁症

患者、高危传染患者等,不局限于举例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定位终端 locationterminal
定位物联网中连接患者实现定位和感知数据采集及数据发送的有源终端设备,患者定位终端的位

置传感数据采用低功耗协议通过定位通信基站/网关进行上传。

3.2
室内地图 indoormap
使用户通过移动设备在医院内仍能利用精确的定位功能找到要去的业务科室、卫生间、电梯、休息

区、出入口等,打通“人、位置、业务科室”间的关系。

3.3
室内定位 indoorlocating
在室内环境中实现位置定位,主要采用无线通信、基站定位、惯导定位等多种技术集成形成一套室

内位置定位体系,从而实现人员、物体等在室内空间中的位置监控。

3.4
定位追踪 locationtracking
采用物联网室内定位技术,通过定位终端实现对患者实时位置信息进行连续采集、传输、存储,并利

用定位算法得到患者的室内位置坐标,在室内地图中对患者位置做可视化展示处理。

3.5
防拆 preventdisassembly
为了达到对患者看护的要求,不能轻易拆卸患者手腕/脚腕的防拆特定结构设计,需要通过特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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