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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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02月 01

日至 2025年 0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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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9000 名医生 114 平台线上出诊

（人民网）

2. 人工智能点亮医疗新场景

（中国新闻网）

3. 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在海淀区举行揭牌仪式

（新京报）

二、具体内容

1.标题：近 9000 名医生 114 平台线上出诊

来源：人民网

链接：

http://bj.people.com.cn/n2/2025/0208/c14540-41129386.html

主要内容：

近 9000 名医生 114 平台线上出诊



2025-02-08 来源 人民网

本报讯（记者 孙乐琪）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目前，北京市共

有 8905 名医生在全市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提供服务。该平台累计总

服务量达 113.5 万人次。

市卫健委介绍，北京市秉承“统一入口、统一服务、统一资源、统

一评价、统一运营、统一安全”的理念，在全市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建设

了互联网医院总入口，为市民提供在线咨询、线上复诊、药品开方、医

保移动支付等一系列医疗便民服务，满足患者在线就医的需求。目前，

已有 34 家医院接入全市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共有 8905 名医生入驻

平台，号源充足。该平台累计总服务量已达 113.5 万人次。

“第一次体验在线复诊，感觉特别好，寒冷天气不用跑到医院了。”

“有了在线复诊，我们不在北京的人开药方便多了。”在北京 114 预约

挂号微信公众号上，互联网医院患者写下了自己线上就诊体验。

去年，全市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用户中，外地患者占比达 40%。

外地患者不用进京就能与医生线上交流，开具的药品能直接快递到家，

省去了舟车劳顿的奔波，降低了就医成本。目前，平台在线诊疗的主要

病种包括高血压、慢性胃炎、咳嗽、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糖尿病

等，为需要定期续方开药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

市卫健委提醒，患者或家属可通过微信“京通”小程序或“北京 114

预约挂号”微信公众号进入全市统一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查询接入平台

的医院名单，体验线上复诊等服务。

2.标题：人工智能点亮医疗新场景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jk/2025/02-12/10367344.shtml

主要内容：



人工智能点亮医疗新场景

2025-02-12 来源 中国新闻网

看病有导诊 诊断有帮手 监管有“大脑”

人工智能点亮医疗新场景

实习记者 于紫月

在争分夺秒的脑卒中急救中，患者刚完成检查，几分钟后，医生便

能在电脑上查看到“AI 医生”的诊断结果，较以往真人看片能快 30 分

钟左右，为疾病治疗赢得了黄金时间。研究表明，如果取栓时间提前半

小时，患者的健康生活时间会平均延长 4 个月。

2024 年 11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

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明确了医学影像智

能辅助诊断等 84 个细分领域的应用场景。

日前，记者走访多家北京三甲医院，看到了 AI 在医疗领域的丰富

应用场景。

AI+导诊：让患者贴心医生省心

点开“北京安贞医院智慧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患者将拥有一位

贴身陪伴的 AI“导诊助手”，从预约挂号、院内外导航，到候诊报到、

预问诊交流，再到预约检查、药房取药……这位 AI“导诊助手”将全程

陪同，让看病更加便捷。

“本来还担心我们上了岁数弄不清这种微信小程序，没想到还真挺

智能的。”患者陈大爷刚一打开微信小程序，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欢

迎弹窗”，提醒他“添加就诊人”。接着就是输入信息、注册建卡……

很快，一枚橙色悬浮按钮出现在陈大爷的手机屏幕中，指引他前往

预约挂号页面。再点击“院内导航”按钮，“导诊助手”立即开启院内

导航模式，直行、拐弯、乘坐电梯、上下楼梯……不一会儿，陈大爷便

准确无误地抵达了相应科室。AI“导诊助手”让整个就诊过程无比“丝

滑”。

在 8 层心内科候诊区，王女士正拿着手机在打字。“我在跟‘预问

诊’AI 聊天呢。”她称赞 AI 很严谨，病情询问特别细致，“它还能推



送人体图形，让我标注胸痛的具体位置。”这大大节省了门诊医生询问

病史及录入病历的时间。

“AI‘导诊助手’让医生省心，让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倍感贴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信息中心技术总监周奕介绍，使用这个

微信小程序，患者绝大部分环节无需在人工窗口、自助机旁排队，实测

就诊时间至少节省 15 分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上线了类似的智能导诊小程序，推动智能

医疗服务场景落地，“数据多跑腿，患者少跑腿”的人性化就医服务正

在全国推广。

AI+诊断：病情评估更快更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的急诊病

房里，住着多位脑卒中患者。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AI 医生”的辅

助诊疗。

这位“AI 医生”名为急性脑卒中智能影像决策平台(iStroke)，能

为脑卒中患者提供“一站式”病情评估、诊断决策。这是天坛医院及其

合作团队基于天坛医院诊疗经验和高质量影像数据所研发的，具有我国

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 AI 诊断技术成果。基于该成果，智能诊断场景成

功落地天坛医院。

脑卒中，俗称“中风”，可分为缺血性卒中(脑梗死)和出血性卒中

(脑出血等)，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经济

负担五大特点，是我国居民的重要死亡原因之一。

天坛医院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工作

人员叶万兴向记者演示了“AI 医生”的诊断过程。出血性或缺血性脑卒

中患者到院后，首先进行平扫 CT 和增强 CT 等检查。经过上千张影像检

查图片的分析，“AI 医生”可进行颅内出血和缺血鉴别分析、颅内血管

分析和脑灌注分析，能够直观地勾勒出血区域，并进一步提示出血类型

和血肿扩大风险概率。它还能同时三维重建颅内血管，识别血管狭窄和

闭塞位点，最后计算灌注状态，定量评估脑组织梗死区域和周围缺血区



域严重程度，辅助医生进行静脉溶栓或介入取栓、保守治疗或手术干预

等诊疗决策。

“以往医疗诊断场景中，需要专门的影像科医生花费 30 分钟甚至更

长时间判读影像，给出诊断报告。如今，随着智能医疗诊断场景的落地，

AI 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影像科医生的工作，3 至 5 分钟即可给出诊断报

告。”叶万兴说。

“iStroke 应用于我院临床已有四五年时间，其间不断更新迭代，

以实现更快、更准、更直观的诊断与决策。”天坛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杜

万良说。

AI+监管：前端防中端管后端查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随着我国医疗资

源可及性日益提升、医疗保险事业迅速发展，过度诊疗、超量用药等成

为医保基金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擅长跟数据打交道的 AI 技术在医保基金管理领域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合作，建

设了一套医院端的智能医保基金监管系统，推动了智能医保基金监管场

景的落地。

“我们梳理了大量底层数据，建立了收费项目库和医嘱项目库两大

基本数据库，搭建起智能监管系统的‘骨架’。”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行政总助、医保物价办负责人聂广孟告诉记者，在此基础上，

通过标准化计价系统、优化计价管理逻辑，将 80%的不合理收费问题扼

杀在医保基金支出前。

例如，下医嘱时，特殊穴位针刺和普通针刺二者是互斥的，选了其

中一个，医生就无法再选另一个。再如，针对不同换药项目，该系统都

分别详细描述了对应的症状，以便医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正确选择。

该系统还搭建了基于全病历的医保智能审管平台“大脑”，用 AI

审核处方，解决超医保支付标准用药等问题，对医保基金进行事中管控。

AI 审方靠谱吗？聂广孟介绍，该系统使用临床病历语义理解和医学

知识图谱技术，以 456 分成功通过“国家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综合笔



试”，超过 96%的人类考生。目前，它已形成 200 万个医学知识图谱，

支持住院全病程记录 14 个章节的语义理解和 100 多类医学专业术语的

识别解析。

此外，该系统通过大数据监管进行事后分析，构建了医院端医保基

金监管全流程智能化、闭环化管理网络，实现了对医保基金使用轨迹的

全方位、实时化监控，让所有环节都有迹可查，编织起一张事前防控、

事中管控、事后监控的全链条基金安全防控网。

《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介绍了 84 个 AI+医疗

应用场景，上述几个案例只是其中的缩影。一叶知秋，AI 医疗的创新浪

潮正席卷而来。“至于如何让 AI 更好地与医疗需求相结合，就是下一个

且行且思的命题了。”周奕说。

3.标题：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在海淀区举行揭牌仪式

来源：新京报

链接：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39597563129786.html

主要内容：

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在海淀区举行揭牌仪式

2025-02-15 来源：新京报

新京报讯（记者吴为）2 月 14 日，在 2025 年海淀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举行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揭

牌仪式。国家医疗保障局大数据中心主任付超奇、海淀区副区

长林航共同为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落地海淀揭牌。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中心承担着医疗保障大数据的应用、管

理、服务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推动医

疗保障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全国医保信息平台覆盖全国 13.3



亿参保群众、5000 万家用人单位、93 万家医院药店、1.79 万

家药耗企业、37.6 万个药品耗材和每年 600 亿盒医保药品的终

端追溯信息维护管理及应用。落地后，将支持医保大数据在医

药健康领域的研发应用，提升医保数据赋能医保改革、管理、

服务的能力，支持海淀区优化医疗服务、医保监管等，以“数

据”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后，双方将一道探索真实世界数据支持创新药械发展、

医保药品耗材追溯码应用试点、患者医保信息服务、医保数据

在政府部门间共享应用等工作，共同提升医保数据赋能医保、

医药以及医疗的能力，在海淀打造新质生产力下的医药健康产

业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