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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一键下单”预约挂号，精
准分段就诊；专家名医远程问
诊，“面对面”看病；小程序掌
上结算、在线复诊、查询报告
……一个个就医场景，鲜活展
现了数字化手段持续赋能医
疗服务的成效。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
广泛应用，远程会诊、互联网
医院、智慧医疗等新的医疗业
态蓬勃发展，不断提升着人民
群众的就医获得感，越来越多
的患者享受到更为方便快捷
的诊疗服务。

智慧赋能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病人已被送到医院治
疗，请你们放心！”去年8月，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放射
科副主任赵丽接到绍兴市越
城区富盛镇某村干部的来电，
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这通电话，缘于绍兴市人
民医院“5G+AI影像智能诊
断平台”的一张影像单。当
时，富盛卫生院通过该平台上
传了肺癌高危人群免费筛查
项目的一张影像单。绍兴市
人民医院放射科影像诊断医
生在会诊上传的影像图像时，
发现筛查者右肺气胸量高达
70%。影像诊断医生迅速打
电话通知患者。患者经过及
时治疗，避免了生命危险。

绍兴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赵振华介绍，该平台建成于
2021年，如今已完成与绍兴
市70多个基层医疗单位及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人民医院的对接，且
已建成肺癌低剂量筛查与肺
结节影像智能诊断、心脑血管
病一体化影像人工智能综合
防控、区域发热门诊肺炎影像
人工智能诊断预警三大平台，
在疾病诊断、疗效评估等方面
提供信息化、移动化和远程化
医疗服务。

“通过该平台，传统医生
独立阅片转变为‘医生+人工
智能’‘双脑’阅片。市人民医
院能实现对基层医疗机构影
像检查的集中诊断和集中审
核，实现医联体内设备和人才
资源的全面共享，目前已完成
300余万例AI影像筛查，敏感
性高达98%。尤其是去年绍
兴市将该区域平台应用于全
市肺癌高危人群免费筛查的
民生实事项目，能有效解决基
层医疗单位影像诊断医师紧
缺、设备使用效率低与影像诊
断质量相对薄弱等问题。”赵
丽介绍，截至2023年 10月，

该平台已筛查老年肺癌高危
人群20.6万余人，检出6毫米
以上阳性结节3.2万余人，阳
性率15.6%左右；90%以上进
入临床随访，对于早干预、早
诊断、早治疗，减少因病返贫
起到了积极作用。

影像实时传输、病情及时
诊断，这是“5G+AI”医疗为民
生健康赋能的真实缩影。

“高清晰度的原始影像实
时传输是病情可以被及时准
确诊断的关键。”宁波全网云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波全网云）董事长潘仁
进解释，这个平台是由公司与
绍兴市人民医院合作打造的
全新智能化影像数据平台，通
过天翼云实现医疗影像上云，
构建云上医疗服务生态圈，打
造极具特色的“云胶片”服务，
在满足存储扩容、数据安全等
医疗影像业务场景需求的同
时，为患者提供了高效、便捷、
及时的创新医疗服务体验，将
病人检查数据存储在云端，随
时随地响应会诊转诊的调阅，
实现检查结果全国范围共享
互认，满足分级诊疗和医疗群
众对于健康的需求。

医疗影像云平台的应用
也促进了三级医院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之间的紧密联
系。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梧州市与宁波全网云合作在
市级层面创新性地搭建了梧
州市医学影像云平台，在全市
医疗机构设立影像服务中心，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影像服
务。同时，在三级医院设立云
影像诊断中心，为下级医疗卫
生机构和医联体成员提供影
像会诊和疑难病诊断服务。
并且，梧州市还建立了县级医
学影像集成平台，与市级医学
影像平台连接，实现了全市放
射、超声等影像数据的互联互
通、共享互认和“云胶片”全电
子化影像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4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2023
年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
指数，梧州市卫生健康信息化
治理水平在全国参评地级市
中名列前茅，排名全国第12
位、全区第2位。

互通共享
破解区域医疗发展难题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密
集发布一系列医疗健康政策，
尤其是《“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把医疗健康提升到了
国家战略层面，之后一系列围
绕此战略目标的政策密集发
布，远程医疗、区域协同、分级
诊疗、“互联网+医疗健康”的
概念初步成型。《“十四五”全

民医疗保障规划》《“十四五”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预
约诊疗制度加强智慧医院建
设的通知》等政策促进医院
信息化、远程医疗等智慧医
疗发展。

然而，智慧医疗从顶层设
计发布到政策实施操作之间
仍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
赵振华表示，“解决标准和规
范不统一、数据隔离和信息
孤岛、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技术和设备差异、人员专业
水平及认知差异以及监管和
合作机制不足等问题，是推
动智慧医疗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

长年工作在一线的陕西
省西安市中心医院护理部主
任张巧玲，见证了智慧医疗日
新月异的发展。“智慧医疗建
设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
程。”在张巧玲看来，智慧医疗
模块和系统部分功能重叠，以
及模块和系统后续升级困难，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智慧医疗
发展。她建议，加强智慧医
疗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提升
相关部门业务协同能力，构建
一体化交互网络。搭建省、
市级“互联网+医疗”“互联
网+护理”平台，实现数据共
享开放，打通数字壁垒，充分
利用医疗护理资源，惠及更
多百姓。

日前，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提出要实施“数据要
素×医疗健康”行动，提升群
众就医便捷度，探索推进电子
病历数据共享，在医疗机构间
推广检查检验结果数据标准
统一和共享互认。

“提高医疗透明度，就是
通过数据联动，实现医疗数据
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孤岛，提
高数据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方
便监管部门和患者对医疗行
为进行监督评价。”深圳大学
附属华南医院院长吴松在
2024精准医学成果转化与数
字化发展交流会上表示，“医
疗数据互联互通后，每个就诊
环节都会引入评价反馈，方便
医院管理者及时发现问题。
同时引入AI智能诊断技术，
辅助医生诊断，提高决策的客
观性和合理性，避免医疗误诊
和过度治疗。”

近年来，各地也通过不断
创新，推动卫生健康信息互通
共享。北京市以预约挂号作
为切入点开展卫生健康信息
化建设，突出医疗、医保、医药

三个应用场景，推进系统集成
和数据共享；浙江省统一设
计、建设了省市二级的医学检
查检验互认共享平台，打破信
息壁垒，制定统一的互认项目
目录、项目编码和质控标准，
提升区域检查检验的同质化
水平，提高基层医务人员诊
疗能力；甘肃省已建成 1 个
省级和 14 个市级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全员人口、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健康扶贫、卫
生资源五大基础数据实现互
联互通……

多方合作
创新智慧医疗运营模式

近日，艾瑞咨询发布的
《2024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
十大趋势》报告指出，建立以
区域为核心的数据共享、互通
互联、高度集成的卫生健康网
络，提供一体化“互联网+医
疗”服务，已成为“强基层”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这一
过程当中，企业作为卫生健康
网络搭建的关键主体，能够提
供健康一体机等检测工具、电
子病历等系统平台、远程问诊
等“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基
层医疗数字化改造提供强大
支持。

在智慧医疗行业产业链
中，数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
掘，医疗机构可以更好地了
解患者病情、提高诊疗效率
和管理能力，而智慧医疗服
务商则可以不断优化和改进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提升服
务质量。

“在数字影像服务成为医
院信息化建设‘必选题’的当
下，作为负责城市智慧医疗、
城市医学影像平台运营和全
电子化病人影像服务普及应
用的企业，宁波全网云搭建

‘全网云’医疗服务平台，有效
打破医疗信息孤岛，赋能‘医
院—医生—患者’链接，实现

远程会诊、远程诊断及智能辅
助诊断等基于链接的医疗应
用。”潘仁进介绍，未来公司还
将与多省市深度合作，助力医
疗机构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无边界化，提高诊疗效率，并
满足医院远程会诊、双向转
诊、患者网络问诊等一系列综
合医疗应用需求。

“过去几年，从HIT企业
（现代信息技术公司）的角度
来看，许多厂商都在推出自己
的新一代产品。但从医院推
动新一代医疗信息化建设的
情况来看，大部分医院还是在
老系统里修修补补。”中国研
究型医院学会医疗信息化分
会副会长陈金雄认为，医院
发展对信息化建设提出的更
高要求，与医院信息部门的
能力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反
差，如果信息部门不能迎难
而上，反而会进一步降低信
息部门的地位。这是医院信
息部门面临的新挑战，也是
新一代医疗信息化建设必须
逾越的障碍。

“要推动智慧医疗的不断
发展，需多方协作，政府、医
院、院校、设备厂商、信息化技
术公司等多方参与，进行产学
研合作，协同推动整个医疗行
业数字化进程。同时，要确立
统一标准，在信息检索、隐私
保护、信息安全、数据采集、算
法优化等多方面建立规范和
标准。不断集成利用前沿创
新技术，要与科技的最前沿技
术相融合，借鉴其他行业的信
息化发展经验，在信息化发展
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和发展。”
浙江省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
郎义青表示。

陈金雄也认为，在智慧医
疗多元模式创新中，政府要积
极引导，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
健康生态；医院也要积极探
索，在合规、合法、合情合理情
况下给企业留有一定的发展
空间，在创新技术推广应用方
面更加凸显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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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利用“5G+AI智能诊断平台”

对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绍兴市人民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