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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5 年 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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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2 月 8 日到 2025 年 2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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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保”升级百姓就医体验

（青海新闻网）

2.智慧家庭医生助力社区医院智慧医疗

（中国新闻网）

3.让 AI 赋能未来医学丨人工智能在医学场景中的应用研讨会暨

邵阳地区市县级医院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

（邵阳新闻在线）

二、具体内容

1.标题：“智慧医保”升级百姓就医体验

来源：青海新闻网

链接：



http://www.qhnews.com/newscenter/system/2025/02/10/030

350138.shtml

主要内容：

“智慧医保”升级百姓就医体验

2025-02-10 来源：青海新闻网

西宁市城中区医保局经办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备案的方式，帮助百姓

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郭靓 摄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取药窗口，医保“刷脸”支付为百姓带来便捷新体验。



青海新闻网·大美青海客户端讯 “我觉得，仅用方便、快捷，都不足以形

容智慧医保带给我的就医体验。那是一种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安全感，是实

实在在的贴心服务和满满的‘医靠’，为我们老百姓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的健康

保障。”

2月 6日，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大厅取药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取药的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市民张福全，通过“刷脸”就轻松完成了购药支付，

当被问及这种智慧化的医保服务体验感如何时，他结合自身的就医经历和感受，

向记者讲述便捷的就医流程和优质的就医体验。

2024 年 10 月，刚退休的张福全来到西宁生活，一是帮女儿照看孩子，二是

想着到大医院好好检查下身体。“我这身形你也看到了。”张福全指着自己的身

体笑着说：“体重超标加上饮食不注意，平时头疼、头晕也没太当回事，结果来

医院一检查，诊断为高血压。”

医生告诉张福全高血压患者可以办理门诊慢性病补助，每年报销额度为

3000 元，并指引他到医院一站式门诊服务中心办理。

“只知道‘刷脸’支付便捷，办理慢性病补助也能这么便捷？我这海西的医

保卡在西宁能不能办啊，不会让我回海西来回折腾吧……”张福全怀着忐忑的心

情径直来到一站式门诊服务中心。“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帮我

一起填表申报，我看了下时间，从我来医院拿诊断结果到开具诊断证明，再到完

成备案，前前后后仅用了 3个小时。”

张福全笑着说：“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差点又闹笑话，总想着是不是得给我

一个纸质凭证，工作人员告诉我，回去用手机就可以直接查询认定结果了。”张

福全打开手机相册，里面存放着一个简短的小视频，视频内容是一站式门诊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助指导张福全使用青海医保 App 进行认定查询。

3小时意味着什么？

“以前，办理慢性病补助先要完成院内手续，比如找医生评估完病情后填写

慢性病表，找医保部门盖章，到病案室复印病历等，这就得花费一天时间，然后，

患者拿着院内手续再去医保经办中心备案。省医保就去省上备案，市医保就去市

上备案，各州县的还要寄回去，来来回回最快也要 10 个工作日了。”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医疗保障管理部副主任王晓剑介绍。



“近两年，青海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医保便民服务措施，将慢性病特殊病待遇

认定权限下放至医疗机构，医保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为此，医院在设立一站式门

诊服务中心时，将医保与病案等项目整合到一起。以前患者跑四五个部门，现在

通过‘医保一站式’办理，简化报销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缩短办事时间，真正

实现数据在线处理，减少患者奔波。”

“不用排队，3分钟就办完了，真的太方便了！”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消化

科病区护士站，患者李先生也对智慧医保连连称赞。“春节期间，夜里腹部不适

紧急住院，没想到入院手续在护士站就能办理，而且还这么快！除此之外，医院

每天在微信上给我推送日清单，住院明细和医保报销一目了然。”

王晓剑说，医院积极推进“床旁入院、床旁结算”服务，将办理入出院窗口

前移至病区护士站，实现入院、缴费、结算、出院一站式办理。入出院手续简单

化、高效化、便捷化，让患者及家属享受到数据跑路的速度与温情。

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智慧医保的服务场景不断丰富，惠及更多领域、

更多参保人。

春节前后，西宁市城中区医疗保障局经办服务中心异地就医备案热线也尤为

忙碌。“你好，我要去外地看病，麻烦问下怎么办理异地就医备案？”2月 7日，

西宁市民王先生拨打省 12345 热线，想咨询通过哪个平台能够备案。

城中区医保局经办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王睿向记者介绍，跨省异地长

期居住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的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途径多元，既

可选择窗口备案、电话备案，也能通过线上备案轻松完成。

线上备案的平台丰富多样，涵盖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青海医保 App、微

信小程序等。对未及时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参保群众，跨省出院结算前可补办异

地就医备案登记，极大方便了老百姓看病就医。

“青海医保各项改革纵深推进，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大幅度简化了备案手续。”

城中区医保局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马瑞斌说，多种备案方式让参保人员告别来回奔

波，打造了更便捷、高效的跨省就医服务体系，让更多人享受到直接结算的便利，

切实减轻参保患者经济负担。

2.智慧家庭医生助力社区医院智慧医疗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

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25/0211/98120.html

主要内容：

智慧家庭医生助力社区医院智慧医疗

2025-02-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新闻 2月 11 日电 “今天又收到了五份随访报告，智慧外呼

的效率真高。”北京昌平区北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大夫通过电脑中“昌平

健康云”整理着社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信息。“昌平健康云”是基于北京

移动智慧家医助理智能语音系统的公共卫生服务平台，以跨平台 AI 语音机器人

技术为核心，通过智能语音外呼、咨询电话以及短信发送等多元方式，为基层乡

村医疗单位提供智能服务。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其中家庭医生是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居民健康的有效手段。北七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与北京移动合作，使用智慧家医助理智能语音系统针对社区内患有高血

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定期自动拨打健康随访电话，通过 AI 医疗语音问卷了解患者

信息。挂断电话后系统还能自动将询问结果直接生成报告呈现给家庭医生，便于

家庭医生持续跟进并记录患者的关键健康指标，有效辅助慢病管理工作。而且，

患者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咨询的一些常见问题，AI 语音客服也可以先给出回答，

如果解决不了，再由家庭医生本人回复，节省了医生的时间，也提高了回复的效

率和准确性。

昌平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 2021 年就开始使用北京移动智慧家医助理智

能语音系统。服务中心的家医工作负责人李大夫介绍说：“我们现在通过这套系

统，每月进行 5000-6000 人次的‘家医签约质控外呼调研’，每年开展 1-2 次覆

盖数万人次的‘全人群家医质控满意度外呼调研’，实现了签约居民全覆盖。及

时发现和解决社区内居民的各种健康问题，既加强了医患联系，又提升了居民问

诊的便利性。”仅 2024 年，该社区已使用这套系统下发疫苗类通知近 28 万条、

体检类通知 1万多条、季节健康提示类短信近 10 万条，为社区医院落实“家医

服务四个一要求”提供了有效的抓手。



据介绍，截至 2024 年 12 月，北京移动智慧家医助理智能语音系统已经在昌

平区城镇和乡村的 11 家社区医院投入使用，惠及近 110 万名居民，家庭医生服

务签约率达到 43.8%，不断推进基层医疗服务的智能化、数字化，把社区基层医

生从繁复的调查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服务患者上；同时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管理、慢病管理与随访、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公共卫生与健康宣教、

社区医疗服务质控评估等多项关键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让 AI 赋能未来医学丨人工智能在医学场景中的应用研讨会暨

邵阳地区市县级医院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

来源：邵阳新闻在线

链接：

https://health.shaoyangnews.net/c/202502/14/125570777.html

主要内容：

让 AI 赋能未来医学丨人工智能在医学场景中的应用研讨会暨邵阳地区市县

级医院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

2025-02-14 来源：邵阳新闻在线

邵阳日报·邵阳新闻在线讯（通讯员 易蓝 刘晓亮 李秀霞 李文娟 陈毅明）

2月 12 日，由邵阳市中心医院主办的人工智能在医学场景中的应用研讨会暨邵

阳地区市县级医院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邵阳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焦劲松

参加论坛并讲话。邵阳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朱鹏程携医院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及科

室负责人参加。



论坛现场，业内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各大医院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 AI

赋能医疗的实践路径、技术与人文协同发展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分享智慧医疗

建设最新成果，以进一步推动邵阳区域医疗资源共享、技术协同和管理互鉴，构

建“智慧医疗、高效服务、普惠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当前，人工智能技

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医疗行业的未来。从精准诊疗到智慧管理，从数据互

通到服务提质，AI 与医疗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会上，南华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杨飞以《科研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为题，

就科研能力建设、重大项目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加速

推进医学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提供了有益借鉴。天津大学教授李国翚聚焦心电 AI

预警系统的应用，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心血管疾病早筛、风险分层和精准干预中的

巨大潜力，为构建全民心血管保健护航平台和城市 AI 智能诊断平台提供了创新

思路。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副教授李劲鹏从 AI 技术原理出发，结合医学影

像识别、辅助诊断、药物研发等场景，系统阐释了人工智能如何成为医疗变革的

“加速器”。慧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医疗事业部产品总监李禹含从产业视角出发，

揭示了 AI 与医疗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充分体现了科技让医疗更高效、更普惠

的价值内核。

在互动环节，与会嘉宾围绕 AI 算法的可解释性、在临床应用中的挑战等议

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研讨会，不仅对 AI 技术有了更深

入地了解，更对医疗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AI 技术正为医疗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高效、更个

性化的医疗服务。”邵阳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朱鹏程表示，面对数字医疗的快速

发展，全市医疗机构需携手共进，不断拓展 AI 在医学场景中的服务边界，全力

打造整合型、智慧化、高品质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

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