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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4 年 1 月 5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相关信息，时间

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到 2024 年 1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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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有“数”，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智慧医疗助力医

患体验升级

（人民政协网）

2.智云健康数字化能力助推医疗产业升级

（中国日报）

3.楚雄州元谋县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乘“云”而上

（云南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就医有“数”，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智慧医疗助

力医患体验升级

来源：人民政协网



链接：

https://www.rmzxb.com.cn/c/2024-01-02/3470197.shtml

主要内容：

就医有“数”，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智慧医疗助力医患

体验升级

2024-1-2 来源：人民政协网

“智慧医疗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手段，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

质量，降低了医疗成本，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同时，智

慧医疗还推动了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根据相关数

据，中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正在以年均复合增长率 28.3%的速度快速增长。这一

趋势不仅体现了中国智慧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展示了智慧医疗在满足社会民

生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

近日，记者就医疗数智化未来发展情况对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后文

简称成研院)智慧医疗专家张钰进行了专访，他认为“在利好政策陆续发布、顶

层架构逐步完善、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建设刚性需求及创新技术发展等多

种因素联合驱动下，中国智慧医疗建设发展全面铺开，渐入佳境。未来，中国智

慧医疗的发展将会涉及患者服务、临床诊疗、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协同和家

庭健康等多个领域。”

“患”位思考，就医体验大“升级”

2008 年底，IBM 首次提出“智慧医疗”概念，设想把物联网技术充分应用到

医疗领域，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信息管理和服务体系，旨在提升医疗护理效

率、降低医疗开销和提升健康水平，业界初步提出由医院为主体的数字化畅想。

“近些年来，我国的医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举例来说，

成研院携手北京协和医院创新性完成一例 5G 远程眼底激光手术，成功突破了

3700 多公里的距离限制，开创眼底病远程治疗新局面;携手中国日友好医院完成

一例 5G 远程急重会诊，这一创新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的下

沉……”张钰认为：“这么多案例，不是说我们在夸自己，而是真心实意觉得这



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温度——患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

院仍得不到有效救治，这就是技术发展的初心。”

除了在医院就诊以外，急救更是少走一公里、多有一分钟就有可能改变患者

未来的重要领域。据了解，成研院推出了 5G 应急救援一体化平台(中移急救)，

包括 120 视频调度系统、5G 急救系统、急救智能辅助等核心产品。当前中移急

救产品已在全国 21 个省份落地，积极参与了多次地震救灾行动，为患者“抢”

来了救援时间。

中移急救

“医”心一意，医疗保障大“完善”

自新医改方案推出以来，我国医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在其后开展了

各个环节信息化建设。目前，我国的三级医院基本实现医院信息系统(HIS)全覆

盖，二级医院实现 80%覆盖。近几年来，我国大中型医院已逐步转向以临床信息

系统和电子病历为重要内容的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诊疗环节的全覆盖，实现各

诊疗环节的互联互通。2018 年，我国医疗领域再次政策频出，迎来了新一轮的

改革期。医疗信息化建设领域，信息化建设、电子病历建设、医联体建设、医保

支付等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

张钰表示：“2020 年 7 月起，我们牵头承建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的《面

向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5G 智慧医疗系统建设》新基建项目，和 16 省 31 家

核心医疗机构一起打造国家级 5G 智慧医疗体系，一起去锻造医防融合的新设施、

新体系、新能力和新机制。主要是建立了远程医疗、融合通信、全景医院等 16



项通用能力，完成国家卫健委医防融合体系、总医院应急响应体系、中日友好医

院国省市县乡村协同体系、北京协和医院高精尖协同体系等等。目前这些体系已

经在项目试点的 16 省 31 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医院内部网络、远程医疗专网、应急

救治网络的建设，完成了全国 78 款 5G 智慧医疗应用场景落地，拉动了 5G 医疗

规模发展。”

他认为：“技术的普及不仅能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更能让患者减轻病痛，

医生减少工作压力，院方优化运营管理，管理者做出明智决策，实现医疗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这就是医疗领域最大的完善工作了。”

5G 移动诊疗车在医院中使用

5G 远程会诊系统正在进行测试交付

“患”难与共，推动发展大“和谐”



“目前，仅我们来说，一直在不断发挥央企应有的作用，去推动 5G 智慧医

疗行业标准的研制与修订工作。比如在 3GPP、ITU、CCSA 等协会组织完成基于

5G 的可快速布置医院远程医学系统技术要求、基于 5G 的智能疾控系统技术要求

等 14 项国内及国际标准的立项，还研发制定了 30 余项技术标准建议稿，这其中

涵盖了形成 5G 智慧医疗终端标准、网络技术标准、交互标准、服务标准、安全

标准等 5大维度。”张钰认为：“但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在实际诊疗操作中如何

让医护更便捷探知患者情况、在复杂场景决策时怎么才能提供更合理的建议、如

何深入乡村普惠大众……这些问题都还亟待解决。”

对于智慧医疗的未来发展，张钰认为：“为了实现医院精细化管理，提高医

院运营能效，面向医院管理层的智慧管理也是医院未来信息化建设主抓的重点，

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和家庭健康也是重点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我国在智慧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未来，

随着 5G、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加速推进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智慧医疗有望

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为我国医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行业

的探索者，成研院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助力医疗行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标题：智云健康数字化能力助推医疗产业升级

来源：中国日报

链接：

http://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

el/cn/columns/snl9a7/stories/WS6593810fa310af3247ffa73e.ht

ml

主要内容：

智云健康数字化能力助推医疗产业升级

2024-1-2 来源：中国日报

12 月 27 日,由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浙江省智慧医疗创新中心主办,杭州市

余杭区数字经济协会协办的浙江智慧医疗创新发展大会在杭州举办。中国工程院



院士侯云德、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软件处处长邬韶杭、浙江省卫生健康信心中

心主任李春浦、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蔡家楣等领导、专家出席。

智云健康副总裁杨文琳受邀参加本次大会。她向参会嘉宾分享了智云健康数

字化能力助推医疗产业升级的经验与行业洞察。

医疗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基础技术的发展和提升。杨文琳表示,当下,相关创新

技术已基本可以满足政府监管、医疗服务、药械相关、支付、综合应用等医疗场

景中的使用需求,但在实际应用中,医疗产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场景中的进程并

不相同。

植根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杭州,智云健康最初便以数字化切入慢病管理领

域,踩准了慢病管理市场和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逐渐成长为中国领先的

数字化慢病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智云健康

对数字医疗的探索走在行业前列。

多年互联网医疗实践和行业经验积累,让智云健康更了解医疗行业的痛点与

需求,也锤炼了强大的数字化能力。智云健康通过自主研发的医院 SaaS 系统、药

店 SaaS 系统以及互联网医院平台,服务全国 2600 多家医院、超过 20 万家药房。

2022 年,线上服务量达 1.7 亿人次。智云健康的数字化能力在真实的院内、院外

诊疗场景中,经得住各种考验。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千行百业的迫切需求。利用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智慧健

康能够为医疗产业链上各方合作伙伴进行数字化赋能,推出全院数字化慢病管理

平台、零售药店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营销、数字病理、数字疗法研发等不同场景

下丰富的解决方案。

杨文琳认为,医疗产业数字化转型必将产生新的价值链,医疗、药械、支付等

细分领域将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未来 3~5 年仍是行业数字化转型上升阶段,数字

化技术渗透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杨文琳还表示,医疗数据虽然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往往沉淀在医院或个

别机构中,数据交互面临着极大困难,企业想要获取的难度也非常大。医疗产业数

字化产品需要构建新的生态,通过挖掘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从而在商业化上寻

求突破。



基于多元化业务布局和商业实践经验,智云健康愿意和各方行业伙伴一起,

抓住医疗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期,共同推动行业朝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3.楚雄州元谋县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乘“云”而上

来源：云南网

链接：

https://m.yunnan.cn/system/2024/01/03/032896529.shtml

主要内容：

楚雄州元谋县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乘“云”而上

2024-1-3 来源：云南网

近日，楚雄州元谋县元马镇卫生院（元谋县第二人民医院）信息化建设再次

升级，“云桌面”正式部署上线，这是元谋县首个实现云桌面办公的医疗机构，

开启了元谋县医疗机构办公乘“云”而上的新局面。

今年以来，随着元马镇卫生院“一院两区”，“一中心，多机构”的办公格

局形成后，信息化水平提升和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办公 PC 和外设终端数量也逐

渐增多，维护困难成为制约医疗服务工作效率的一大因素。

基于这一现状，元马镇卫生院不断探索医院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积极响

应医疗信息国产化，正版化号召。该卫生院采用国产系统，搭配相应的 PC 系统，

以软硬件一体化打造终端、操作系统、应用和服务一体化模式，助推整体性能达

至最优。在院内根据各科室业务对计算机的需求，批量部署了仅有机顶盒大小的

低能耗“云桌面”终端，逐渐淘汰掉传统笨重的电脑机箱，解决了医院遗留已久

的信息化弊病。

“云桌面”的应用使得医院工作更加高效节能，不但可以简化信息系统运维

程序，降低医院运维成本，更加安全可靠，在任何地点使用移动终端登录桌面可

进行远程办公。同时还响应了国家绿色节能的号召，为患者营造整洁、舒适的就

医环境。

据悉，面对患者和医疗行业越来越智慧化、智能化的诉求，医院数量众多的

电脑却存在管理方式落后，使用效率低下、系统故障率高、数据安全缺失等众多



弊端，越来越多的医院在积极探索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目前，元谋县也不断加

大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医院信息化管理，努力推进县域紧密医共体信息

化建设和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努力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息互通共享

目标，不断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为优化营商环境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