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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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31 日到 2025 年 6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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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健康专业大模型、智能体多场景应用

（中国新闻网）

2.“5G+AI”助重症患者“表情达意”

（中国邮电报）

3.中国基层卫生奔涌“数智浪潮”

（光明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AI 赋能健康专业大模型、智能体多场景应用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5/06-02/10425976.shtml

主要内容：



AI 赋能健康专业大模型、智能体多场景应用

2025-06-02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上海 6月 2日电 (记者 陈静)记者 2日获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上海，AI 在多个疾病诊疗领域不仅成为临床医生的得力助手，还将成为学校、

社区、家庭开展健康科普的好帮手。

专注于儿童脑健康的 AI 大模型“启智”在上海启动。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与相关科技企业共同取得的创新成果让儿童脑健康诊疗进入智能

化、精准化的新阶段。“启智”通过患者上传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可以帮助医

生快速识别脑部异常，实现智能鉴别诊断并提供疑难杂症诊断线索等，尤其可以

帮助基层医生提升诊疗能力。

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刚刚结束的第十九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2025)

上，“观心大模型 CardioMind”(简称：“观心大模型”)面世，具有卓越的多

模态数据整合、深度推理及复杂罕见病诊断能力。在会场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葛

均波的数字人分身，与一位标准化患者进行了模拟问诊。输入一系列数据后，“观

心大模型”迅速给出了准确的诊断。在通用基座模型的基础上，“观心大模型”

接受了大量医学数据训练，实现了从病史采集到辅助诊断的全流程智能化，且模

型每日都在学习和更新。其“慢思考”与深度推理机制，可以减少误诊、提升诊

断的精准度。

不久前，“肿瘤心脏病人工智能联合体”的诞生，将为解决肿瘤患者的免疫

性心肌炎救治难题提供支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心脏病多学科团队为时

4年持续深入探索，整合了多项心肌损伤标志物及团队研发的新指标，能够帮助

临床医师快速理解“抗肿瘤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变化-心肌损伤”这一复杂因

果链。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光看来，人工智能有望通过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改善

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人工智能对于医疗的赋能并不只在医院场景下发挥作用，大模型、智能体

正逐渐进入学校、社区和家庭。“启智”就是一种可以赋能家庭、学校多场景儿

童脑健康评估和筛查的大模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王艺介绍，专家以各

自的数字分身让科技更有温度。



国际儿童节在上海市儿童青少年眼健康主题活动中亮相的“智慧明眸精

灵”AI 眼健康智能体是上海首个 AI 眼健康智能体，可以即刻回答民众想得到的

护眼问题。而“肿瘤心脏病人工智能联合体”的研发团队正在努力建立覆盖医院

-居家的智能监测网络，实现对高危患者的全程管理。

科技让人们的生活更高效、便利，AI 与专业的知识库结合，多场景全方位

智能服务将让普通人获得更多经济而精准化的诊疗，熟悉的医生的数字分身会让

人感到科技的温度。

不过，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指出，大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取决于其训练数

据的质量。在临床应用中，研发团队还需解决患者对数字医生的信任度、确保模

型符合伦理和监管标准等，这是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完)

2. “5G+AI”助重症患者“表情达意”

来源：中国邮电报

链接：

https://rmydb.cnii.com.cn/rmydb/html/2025/20250603/2025060

3_006/20250603_006_07_9918.html?

主要内容：

“5G+AI”助重症患者“表情达意”

2025-06-03 来源：中国邮电报

近日，中国电信江苏太仓分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太仓分

院共同开启 5G 智慧医疗协作模式，双方共同打造的“5G+AI”微表情识别监护平

台正式投入临床测试。该项目依托“5G+AI”技术，以科技赋能重症医疗，让“无

声”患者得到“有温度”的关怀，也为重症监护领域提供了数字化变革的新思

路。

在“ICU+AI”平台基础上，太仓电信依托 5G 专网和边缘计算技术，在病区

内部署 MEC 节点，确保患者微表情数据实时传输，实现数据本地化处理，既保障

了医疗数据安全，又提高了分析效率。开发团队将中国电信自研的 AI 算法与瑞



金医院的临床经验深度融合，开发出专门针对 ICU 场景的微表情识别模型，能够

准确捕捉插管患者的面部肌肉微变化，识别疼痛、焦虑等 7种核心情绪状态。

院前急救和 ICU 转运过程中，车内和床旁均搭载 5G 摄像头，实现持续监测、

无缝衔接。依托微表情识别监护平台，结合系统提供的精准、量化评估结果，医

护人员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疼痛和情绪状态，为后续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提

供可靠依据。此外，通过监测患者面部表情和躯体肢体活动情况，依托 AI 算法

和机器视觉技术，医护人员能够准确评估患者的镇静水平，整合其他镇静水平监

测指标，智能调整镇静药物的剂量，避免药物滥用或使用不足的情况，提高治疗

效果。

对高危患者而言，该平台让无法言语的重症患者实现了“表情达意”。临床

测试显示，系统能提前 2至 3小时发现患者的隐性疼痛，使镇痛治疗更加精准及

时。对医护人员来说，平台提供的可视化情绪曲线和智能预警功能，让评估效率

提升 40％，大大减轻了工作压力。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重症救治质量，更通过

技术手段弥合了医患沟通鸿沟，让医疗更具人文关怀。

“5G+AI”微表情识别监护平台的推广应用，将助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实

现医疗服务模式的革新，让医疗科技与人文关怀紧密结合，照亮更多患者的康复

之路。

3.中国基层卫生奔涌“数智浪潮”

来源：光明网

链接：

https://digital.gmw.cn/2025-06/03/content_38066545.htm

主要内容：

中国基层卫生奔涌“数智浪潮”

2025-06-03 来源：光明网

当前，在科技蓬勃发展的中国，“数智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

入卫生健康行业。其发展成为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质量、促进医疗服务公平可及、

增进百姓健康福祉的关键驱动力。



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确立，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数据互通共

享、高效协同；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倍增效应加速显现，到卫生健康行业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落地……数智赋能基层卫生的强大效能正全方位融入百

姓看病就医、健康管理场景。这些进展，是中国以前瞻性战略布局数字健康领域、

以前沿技术推动基层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卫生健康事业

在全球数智化变革浪潮中的实践伟力。

信息化建设倍增效应加速显现

为促进健康福祉公平可及，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数智赋能基层卫生政策。这些

政策相辅相成、层层递进，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让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效能充分显现。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的《全国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

标准框架。在该政策指引下，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以有序开展信息化建设，

逐步摆脱了既往信息系统标准不一的局面，为后续更大范围的数据互联互通、业

务协同奠定了基础。

以往，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信息孤立，患者在村、乡镇、县等不同层级医疗机

构就诊时，检查检验结果难以互通互认，医疗服务连续性较弱。随着基层卫生信

息化建设逐步推进，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

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政策着力点放在集区域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于一体的县域医共体上，数据互通共享范畴扩至县域级，要求

统一县域医共体内信息系统。

通过县级统筹，患者病历、检查报告等信息得以在县域医共体内实时共享，

上级医院专家可以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传的信息进行远程诊断并予以指导，

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合理调配和高效利用，让优质医疗资源能够更高效地下沉到基

层。

进一步的深化、拓展还在继续。今年 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对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功能、建设模式进行了全面规范和升级，统筹各地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基于省统筹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按照集约建设模式，完善县域医共体基

础数据库、扩展业务功能应用。

在此基础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的服务范畴进一步细化。同时，

通过更大范围的省、市级统筹集成部署，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的规范性和安全

性进一步提升。该政策出台后，各地发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体制优势，信息化建

设倍增效应加速显现。海南省的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就曾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

马丁·泰勒记忆深刻。他表示，这些机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上有很大创新，人

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服务。

人工智能与信息化建设并驾齐驱

数智赋能基层卫生进程中，人工智能与信息化建设并驾齐驱。2024 年 11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多部门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简

称《参考指引》），明确 4 大类 84 项应用场景。其中，医疗服务管理、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覆盖基层百姓看病就医与健康管理的各环节，使基

层卫生健康数智化渐行渐近。

以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场景等为例，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分析患者症

状、病史、检查结果等大量信息，为医生提供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参考，帮助经

验相对不足的基层医生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科学性；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

面，人工智能可根据居民健康数据提供精准健康管理服务，如个性化健康提示、

疾病风险预测等。《参考指引》极大激活了各地探索“人工智能+”的积极性，

为基层卫生注入创新发展活力。

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基层卫生全链条奠定了

基础，全国逐渐实现从基础建设到深度应用、从局部协同到系统治理的整体性跨

越，其带来的巨大发展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

沙特阿拉伯王国补充和替代医学国家中心技术事务总监阿卜杜拉本·欧贝

德·阿纳齐，在参访陕西省西安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时，对自助服务终端一体机、

智慧药房、信息系统等赞叹不已：“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所运用的技术和设备

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也在探索医疗数智化转型，但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已走在前

列，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有了政策推动，中国各地探索实践澎湃向前，数智赋能基层卫生效能加速显

现，展现出规模化效应。

在江苏省东台市，远程会诊、临床检验、网络心电、区域影像、智慧急救、

集中审方、健康随访、医护调度、药物配供、消毒供应“十大信息中心”将市、

区域中心、乡镇、村等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连成“一张网”。依托数智赋能，

该市城乡医疗服务趋于一体化、同质化，市域内患者就诊率稳定保持在 90%以上，

基层医疗服务占比达 75%。

安徽省应用自然语言处理、人机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智医助理”，

实现了全省 1703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3 年来为 3.3 万名基层医生提供

辅助诊断 7.15 亿次。“智医助理”能够在诊疗过程中为基层医生提供辅助诊断

建议、病历质控、慢性病个性化管理等辅助诊疗功能，有效解决基层医生经验不

足、诊疗水平有限的问题。

在浙江省，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一生专属“数字医生”——“安诊儿”已在该

省大范围上线，能够为用户提供智能名医孪生、智能报告解读、智能健康档案、

智能就医陪诊等人工智能服务，并集成了该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 20 余项医疗

健康服务。自 2023 年 11 月上线以来，“安诊儿”已为超 1700 万人次提供服务，

平均节省患者就医时间约 20 分钟。

在世界卫生健康治理全局中，数智赋能基层卫生发展的“中国经验”举世瞩

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萨亚·皮乌卡拉认

为，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合作制定数字健康战略，以远程医疗、电子健康记录和

移动健康应用程序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中国在利用新数字工具改善医疗保健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