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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改善就医

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 年）》，提出“充分

运用新手段、新技术、新模式，打通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淤

点难点”。

如今，各级医院加快推进互联网科技的应用，打造覆盖诊

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智慧就医”生态，让患者看病更舒心、医

疗服务更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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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节省时间

“以前看病至少要请一上午的假，清早
赶到医院，看完病已经中午了。现在在医院
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可以指定就诊时段，非
常方便。”张先生预约了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
院上午 10 点至 11 点时段的号源，他 10 点 10
分来医院，在候诊区没坐几分钟，就接到就
诊通知。

如今，很多医疗机构运用人工智能等
手段提升预约诊疗精准度，落实分时段预
约，缩短患者等候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9 月，全国
50%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开展预约诊疗服
务，超过 4800 家医院提供精准分时段预约
诊疗。

陈先生是一名脑血管疾病复诊患者，通
过“上海瑞金医院”微信号，他提前一周预约
了神经内科专家门诊，并在智能预问诊中完

成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您这次复诊的疾病
是什么”“上次就诊后的病情如何”等。回答
完问题后，他的病情、既往病史等信息即完
成初步采集。陈先生进入诊室后，医生就可
自动调阅查看，提高了医患沟通的效率和问
诊质量。

目前，很多医疗机构推出智能化预检分
诊、导诊服务。《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
主题活动方案（2023-2025年）》（以下简称《活
动方案》）提出，探索应用人工智能分诊系
统，并与门诊电子病历系统对接，形成智能
问诊—分诊—预约—病史采集流程。

在线问诊便捷

对着电视遥控器语音输入，或者按键操
作，就可以在电视上在线看病……这是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推出的“爱家健
康”问诊服务平台。电视盒子智控器配合手机
APP 能实现远程咨询、预约挂号、送药上门

等就医问诊服务。
使用者描述身体情况后，30秒左右就能

接通平台上认证的医生，一对一分析病情。
截至目前，“爱家健康”平台已累计为500多万

人提供足不出户的健康医养服务。
“云诊室”、5G 远程手术、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近年来，医疗健康领域快速迈入数
字化阶段。今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
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全国设置超过 2700
家互联网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超过
2590万人次；地市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实
现全覆盖；2022年，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
3.6亿人，增长率为21.7%。

全程贴心服务

日前，浙江省绍兴市居民王女士在当地
一家医院顺利生产。怀孕半年前，王女士曾
做过肺肿瘤手术。由于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家人为其购买了“互联网+全孕期管理”服
务。该医院与全病程管理平台“微脉”合作，
先后在产科、妇科、儿科等科室建立起医疗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通过全病程管理服务，医院为王女士建
立了包括主治医生、主管护士、健康管家
以及平台个案管理师在内的多学科诊疗团
队。王女士可以线上咨询主治医生，平台
个 案 管 理 师 为 她 在 线 提 供 饮 食 指 导 等 服
务。王女士临产时，家人告知健康管家，
健康管家随即联系医院主治医生及主管护
士。当她到达医院时，医院已做好了手术
准备。

全周期智慧医疗还覆盖药品配送、定期
复诊、病愈情况监测等诊后阶段。沈女士每
月都要去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查、开
药。之前，每次去要耗上一天的时间。而
今，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通了线上复诊
功能，沈女士通过线上视频复诊，药品直接
配送到家。

借助互联网，患者可以获得全周期、全
病程服务。《活动方案》提出，加强院前院内
衔接，搭建患者数据院前院内实时交互信息
系统。

专家认为，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快速发展，各级医院普遍开展互
联网健康咨询、分时段预约就诊、远程复诊
等线上服务，优化改造就医流程，使群众的
看病就医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越来越多的人
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带来的便利服务。借助互
联网技术，医疗资源可以实现跨时空的优化
配置。近年互联网医疗迅猛发展，并不断向
潜在用户渗透，不少用户的互联网医疗意识
及接受相关服务的习惯逐渐养成，互联网医
疗市场空间仍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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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充分应用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模式，建设乡村24小时“云
诊室”，让村民通过互联网在“云端”与医生互动交流，享受云上就医、报告查询与解读等服
务，实现智慧医疗服务进乡村。图为在莫干山镇五四村智慧健康站，乡村医生指导村民自助
购药方法。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跟机器人“过招”

智能体育设施让不少年轻人直呼“上
头”。立式健身车、推胸划船训练器、高拉推
举训练器、智能竞赛车……近日，广东省广
州市海珠区洲头咀公园10多种智能体育设施
吸引了当地许多居民前来“打卡”。只需用手
机扫描二维码，健身者就可以看到热量、功
率、心率等即时数据，每次锻炼的数据也将
记录下来上传云端。“运动成果马上呈现，这
给了我更多动力。”正在锻炼的张女士说。

在上海某高校中国乒乓球学院的训练馆
里，一排乒乓球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为小球员
做发球训练，落点准确、长短不一，站在球桌对
面的小队员全神贯注应对。“有一个机器人陪
练太酷了，它能帮我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刚与
机器人“过招”的小球员在结束训练后说。

随着全民健身的升温，如何做好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体系智慧升级是中国体育发展的
重要风向标。专家认为，全民健身设施提升
工程成为数字化新基建的重要领域，公共体
育服务供给的科技化、智能化正在全面加
速，特别是在智慧健身设施改造升级、大型
体育场馆信息化建设、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
台搭建等方面，引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质量
的深度变革。

“足不出户”乐享运动

技术与体育产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
人在家中乐享体育。在2023中国国际体育用
品博览会上，相关企业用搭载了人体静动态
三维分析捕捉技术的智能跑步机、场景化智
能骑行台等，告诉大家“怎样健身”；用智慧化
场馆运营管理方案、智能照明管理系统等，
为人们构建新的健身空间。

多家健身企业带来了他们运用数字技术

赋能的家用健身产品，例如，福建厦门任和运
动器材有限公司创新研发出自发电数字平板
力量站，采用独特的数字算法，将阻力分段计
算，使训练全过程力量数据化，仅仅通过简单
旋钮调节，即可在家实现力量健身，免去手动
卸铁块的麻烦。“传统力量健身器械，体型大而
笨重，并不适合家庭健身。这款自发电数字平
板力量站，即使一个人也能搬动，居家使用收
纳很方便。”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科技赋能不仅让人们在家就有“暴汗”的
快感，也为人们观赏体育运动带来“视觉盛
宴”。中国移动推出的“沉浸式智慧观赛新体
验”方案力求提供逼真的观赛体验，场馆内多
场景部署全景相机，现场采集8K超高清直播
画面，实时拼接后经高速率、低延时的5G网
络传输到直播平台，分发至终端观看。赛事
体验与智能技术齐头并进，为观众带来更加
流畅、清晰的现场比赛。

竞技体育有了“科技翅膀”

中国女排的发球机可以变换发球速度，
实现精准、迅速的发球，提升队员信心、补

上短板；中国跆拳道队的加压训练仪通过加
压提高肌肉的爆发力和耐酸能力，明显提高
训练质量……科技为竞技体育插上“翅膀”，成
为运动员们备战的热门词汇。

得益于数字科技的助力，中国竞技体育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在大型国际赛事中成果显
著。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执
行院长刘卉说，体育项目需要科技，利用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对运动员进行动作技术分析，
助力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和速度滑冰项目运动
员在技术环节上实现突破，在东京奥运会和北
京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

“数字体育”日益受到重视。《“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明确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体育的创新发展思路。《全民健身计
划（2021—2025 年）》提出，要推进体育产业
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
转型。业内人士认为，科技对传统体育行
业的运行机制、发展方式和手段工具等方
面 进 行 重 塑 ， 能 够 有 效 提 升 大 众 健 身 水
平、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体育公共
服务。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
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中，数字体
育大有可为。

提升大众健身水平，优化体育公共服务

你“打卡”智能竞赛车了吗？
海外网 武慧敏

智 能 竞 赛 车 、 VR 高 尔

夫、数字互动 LED 球场……

科技赋能体育趋势明显，给

体育产业带来新动能。专家

认为，科技与体育的融合不

仅可以促进竞技体育的高质

量发展，也有助于人们健身

方式的科学化、数字化和安

全性。

福建省福州市通过加强体育场地设施数字化改造、提高管理服务等，实现城市体育公园资
源调配、管理保障、生态管理以及智慧体育服务等方面的转型升级，开创智慧体育赋能全民健
身新局面。图为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工作人员（左）向晨练的市民介绍智能竞赛健身车。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聚焦数字化，大力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推进展会数字化建设，首次设立了“数字中国——AI时代
的文化创新”主题展区。一大批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文化
企业参展，推动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文化产业。数字化助力中华传统文化“活”起
来，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新鲜的观展体验。图为观众在文博会上观看活字印刷
3D展示。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本报广州电 （记者陈伟光、刘泰
山） 随着大数据基础设施有序投入运营，
粤北老工业城市韶关大步迈向“算力之
城”。一年多来，国内通信运营、云计算、
互联网、数据服务、人工智能等 20 余家行
业巨头陆续签约韶关，投资打造千亿级大
数据产业集群，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

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广东聚焦关
键核心领域技术创新，破解数字技术“卡
脖子”难题。广东推动成立湾区半导体、
广大融智、智能传感器等产业集团，设
立总规模超千亿元的6只投资基金，支持
广州、深圳、珠海等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集聚区。华为、腾讯、格力、大疆等大
批企业的数字经济综合创新能力迅速提
升。广东深入推进“广东强芯”、核心软件
攻关等工程，健全集成电路全链条产业
体系。

广东瞄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双向发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全省扶持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

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产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和新兴
产业，协同推进产业、企业、园区等数字
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全省超 2.25 万
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超65万
家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为了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广东不断夯
实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重点发展集成电
路、核心软件、基础电子元器件，高标准建
设 5G 基站、千兆光纤网络、工业互联网、
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引导交通、生态环
境、水利、邮政、应急等领域数字化改造。

广东统筹整合大数据资源，服务社会
生活领域，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
全面建设“数字广东”。“粤省事”“粤政易”

“粤商通”等智能网络平台相继问世，助推
社会治理提质增效。各地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智慧文旅、智慧养老、数字住建、数
字应急等数字产品服务日臻丰富，群众共
享便利生活。目前，“粤省事”移动政务服
务平台已有约 2亿实名注册用户，1000 多
个办事项目实现“零跑腿”。

广东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