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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

等。

一、信息目录

1. 小背包”托起“大民生”：当智慧医疗走入田间地头

（北青网）

2. 本市三级医院将全部实现医保移动支付

（北京青年报）

3. 北京丰台打造医疗联合体“一刻钟服务圈”模式

（人民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小背包”托起“大民生”：当智慧医疗走入田间地头

来源：北青网

链接：http://news.ynet.com/2023/11/02/3687531t70.html

主要内容：



小背包”托起“大民生”：当智慧医疗走入田间地头

2023-11-2 来源：北青网

中新网杭州 11 月 1 日电(张煜欢)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迈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过

去，偏远山区与海岛的百姓需经过一番奔波才能去到大医院看病，如今，在越来

越多的创新技术支持下，智慧医疗走入田间地头，让更多乡村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优质服务。

浙大邵逸夫医院医生打开“智赋山海”助诊背包。浙大邵逸夫医院供图

今年 77 岁的吴老伯(化名)家住浙江省衢州龙游县横山镇，不久前，他因胸

闷气急十余天，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称“浙大邵逸夫医院”)

龙游分院的横山分院医共体就医。其自述一直都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可这两天

却明显感觉“气不够用”——以前爬三楼都没问题，现在连上二楼都要歇一歇。

正在横山分院参与义诊的浙大邵逸夫医院急诊科医生秦绪常接诊了吴老伯。

简单询问病史和进行体格检查后，秦绪常便让其躺在床上，随后拿出了一个背包，

取出了 AR 眼镜、远程心电、掌上超声和心肌标志物检测仪器等设备。

这个神奇的“百宝箱”，便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龙游分院做出的又一创新医疗

探索——“智赋山海”助诊背包。

只见秦绪常戴上 AR 眼镜，立即与浙大邵逸夫医院龙游分院急诊科主任郑少

军连通信号，随后使用便携的远程心电设备为吴老伯进行了心电图检查，检查结

果被实时上传至医共体心电一张网诊断中心。不到 5分钟，便得到了患者的心电

图诊断结果——心房颤动伴快速心室率。

这时，秦绪常又用背包里的掌上超声为吴老伯进行床旁即时超声(POCUS)的

检查评估，其结果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对胸闷的病因进行快速鉴别。通过检查，秦

绪常发现患者左心室收缩功能减弱，提示为肺水肿的表现。

结合患者的临床特点和相关的床旁辅助检查，秦绪常判断其胸闷气急并不是

因为气管炎，而是因为房颤、心衰。与此同时，整个评估过程已通过 AR 眼镜实

时传输到郑少军的手机上，医院急诊科已同步做好相关准备，随后经过医共体内

绿色通道，吴老伯被快速转诊至浙大邵逸夫医院龙游分院，并收住到心内科。

如此高效又充满科技感的场景，在龙游的部分乡村已化作日常现实。



浙大邵逸夫医院龙游分院副院长程燕东介绍，这款“智赋山海”助诊背包内

配备了近十项检测仪器，主要为乡村医生、家庭医生以及基层卫生院设计。

“通过 AR 眼镜快速联通上级医院的专家团队后，基层医生可以在专家‘第

一视角’的远程指导下，利用包内设备对患者进行快速评估和处置，将急救关口

前移至患者家中。”程燕东说，此外背包内还有常规的诊疗物品和药品，同时配

有预防性急救(SCAN)筛查二维码和卒中评估表等

让“智赋山海”助诊背包助力基层百姓就医，是浙大邵逸夫医院充分利用数

字化改革成果优势，依托“山海”提升工程所做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自 2021 年浙江省医疗卫生领域“山海”提升工程实施以来，浙大邵逸夫医

院与多地展开精准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缩小医疗

卫生差距。

为了让山区海岛百姓也能享受到高效精准的急诊急救服务，该院将先进的增

强现实技术(AR)、5G 通信技术与医疗相结合，自主研发了基于 5G+AR 音视频交

互体系的医疗系统，有效串联起基层与省级两端医生，打破常规线上会诊资料传

输繁琐、信号稳定性差等局限。该系统目前已覆盖浙江 40 余个乡镇。

作为 5G+AR 远程医疗体系的“升级版”，这款“智赋山海”助诊背包进一步

延伸了优质医疗服务共享的时空边界。浙大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表示，在“山

海”提升工程和县域医共体模式下，医院将继续紧盯现代医学发展前沿，致力于

先进医疗设备、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让基层百姓、村医、乡镇卫生院、

县级医院以及省级医院专家团队能够紧密相连，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大幅

提升。(完)

2.标题： 本市三级医院将全部实现医保移动支付

来源：北京青年报

链接：

http://epaper.ynet.com/html/2023-11/08/content_426178.htm?div=-1

主要内容：

本市三级医院将全部实现医保移动支付



2023-11-8 来源：北京青年报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昨天下午，国家卫生健康委聚焦“全国医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坚行动”

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本市持续开展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依托“京通”小程序打造“健康服务”模块，集成医疗、医保和医药服务功

能，上线了五大板块 24 个应用，让老百姓看病就医更便捷，目前已有 72 家医院

实现了医保移动支付功能，全市 110 家三级医院全部实现检验检查报告结果的在

线查询。

72 家医院可医保移动支付

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俊彩介绍，本市的卫生健康信息化

建设过程中注重部门协同、突出“三医联动”，突出医疗、医保、医药三个应用

场景，推进系统集成和数据共享。具体来说，依托北京政务服务平台“京通”小

程序，打造“健康服务”模块，集成了医疗、医保和医药服务功能，上线了五大

板块 24 个应用，让老百姓看病就医更便捷。

截至目前，已有 72 家医院实现了医保移动支付功能，北京医保患者可以通

过支付宝、微信进入到“京通”小程序，实现门诊缴费的线上支付，医保的报销

费用可以在线自动扣除。36 家医院还可以进行预约挂号费用的医保在线结算。

同时，患者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获得药品在线配送服务，逐步实现预约挂号、

医保报销、药品配送全流程的掌上业务办理。

三级医院将实现检查结果共享

刘俊彩介绍，北京重点打造全市统一的预约挂号平台，目前这个平台上已入

驻了 270 家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同时，注重医疗机构号源统筹，推进统一预约

挂号平台和医院自有平台实现“五统一”，包括统一放号周期、统一时间、统一

科室、统一放号量和统一当日号源，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同质化的挂号服务。

在医疗数据的互联互通方面，北京也在加速提档升级。刘俊彩说，北京医疗

资源非常集中，今年北京主要以三级医疗机构作为重点，依托“京通”健康服务

模块，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工作。

目前，全市 110 家三级医院全部实现了检验检查报告结果的在线查询，同时

有 77 家医院实现了医疗影像的查询，患者可以收到报告的生成提醒，通过手机



就能够查询，包括下载相应的结果，不需要再排队打印报告，也不用再携带传统

的胶片。

据透露，未来北京将立足老百姓的就医需求，发挥“三医联动”优势，努力

实现四个“百分之百”：即针对全市 110 家三级医院，要百分之百实现同质化预

约挂号服务，百分之百实现检查检验结果的共享查询，百分之百实现医疗影像共

享查询，百分之百实现医保移动支付，让老百姓看病就医更加便利。

242 家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

在互联网诊疗方面，北京正在持续建设完善互联网医院，让优质医疗服务更

加方便可及。刘俊彩表示，目前本市已建成 62 家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

服务的医院有 242 家。同时，已有 11 家互联网医院接入“京通”健康服务模块，

实现互联网医院统一的平台入口。平台可提供线上问诊、开具处方、药品配送等

便民服务。

此外，北京还建立了基层预约转诊平台，统一预约转诊号池，全市医联体内

95 家三级医院和区域医疗中心为基层预留了 30%以上的号源，在预留的号源当中，

要确保专家号源不低于 50%。全市有 2000 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可以通过这

个预约转诊平台向 95 家三级医院上转患者，让老百姓看病更便捷。

借助信息化手段，北京正积极发展远程医疗，让优质医疗服务实现跨区域共

享，比如北京友谊医院与拉萨市人民医院等全国 20 多家医疗机构合作，每年远

程救治重症患者上千例。在东城区、朝阳区等区建立区域内的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和区级检验中心，确保辖区内老百姓能够就近完成心电图、X光等项目检查，由

专家远程诊断，检验检查结果及时返回到社区，实现基层检查和上级诊断。

3.标题：北京丰台打造医疗联合体“一刻钟服务圈”模式

来源：人民网

链接：

http://m.people.cn/n4/2023/1109/c1455-20833982.html

主要内容：



北京丰台打造医疗联合体“一刻钟服务圈”模式

2023-11-9 来源 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 11 月 9 日电 （鲍聪颖 吴迪）11 月 8 日，“健康丰台 众汇京

彩”2023 年医疗健康发展交流大会在丰台区新村街道樊家村鼎业健康产业园举

行。大会主题论坛上，天坛医院与丰台区新村、青塔、方庄、蒲黄榆、右安门、

成寿寺、马家堡、南苑等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天坛医院-丰台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合作协议，将打造医联体“一刻钟服务圈”。

大会主题论坛上，天坛医院与丰台区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天坛

医院-丰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联体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天坛医院与丰台区的这些签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围绕天坛医院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优势专科特色，通过探索区域医疗协同、医疗机构管理模式

等改革工作，逐步完善分级诊疗与双向转诊。

医联体内各机构将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急危重症及疑难病症患者向上级转

诊，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稳定期及康复期患者向下级转诊。天坛医院还将开展派出

专家出诊、查房、疑难病例讨论、跟诊等带教活动，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

才培养及学科建设。

此外，北京天坛医院与新村街道积极探索合作机会，开展智慧医疗战略合作，

将为街道 1.9 万名 55 岁以上老年人开展脑健康筛查，建立评估筛查、绿色转诊、

全专联治的服务体系，实现认知障碍的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回应老有所医

“新期待”，让居民大病医治不出“一刻钟服务圈”。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表示，将积极发挥链长单位作用，通过引入智能化

医疗设备、数字化健康管理以及互联网医疗等智慧医疗手段，探索建设智慧养老

社区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大会主题展览上，北京医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等 20 多家企业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

据丰台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台区不断扩大健康产业“朋友圈”，通

过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建圈强链，形成具有丰

台特色的医疗健康产业图谱。此外，通过实施“智慧诊疗”“智慧助医”“智慧

上门”“智慧防控”“智慧绩效”五智慧模式，丰富“智慧家医”品牌内涵，为

丰台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医疗资源富集是新村街道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新村街道以鼎业健康产

业园为载体，立足“智慧医疗”的产业定位，持续推动各类优质医疗资源纵向带

动、横向互联，构建了具有新村特色的整合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2019 年，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在新村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国

内规模最大、亚专科最齐全的神经外科临床诊疗、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口

腔医院计划于今年年底建设完成，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口腔医

院、口腔医学院和口腔医学研究机构，为新村擘画出一条清晰的产业快行线；以

医疗健康为主导的鼎业健康产业园，与天坛医院和北京口腔医院一街之隔，8栋

单体楼宇，涵盖医疗、运动康复、文化活动等多重业态，与首科医谷签署医学驿

站、天坛医院、国控医疗北京健嘉康复医院合作紧密。这些丰富的医疗健康产业

将为新村注入倍增发展的动能，新村街道将立足“智慧医疗”的产业定位，以鼎

业健康产业园为载体，全力打造北京医疗健康新地标。



大会上，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市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分享

了科研和医疗产业转化成果，国药控股、首科医谷等企业介绍了智慧医疗、未来

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甲状腺病灶 AI 检查、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神经外科手术

机器人等医疗健康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也亮相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