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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数智赋能，，让城市更健康让城市更健康
本期嘉宾：  张晓娟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健康中国工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潘仁进 明天国际企业机构、宁波全网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    董志龙 资深经济学专家、民革十四届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报城市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文图

董志龙：在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战略的当下，城市已成为

人民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重要

载体。目前，数智化健康城

市建设存在哪些问题？一座

面向未来的健康之城该如何

建设？

张晓娟：近年来，国家相
关部门密集发布了一系列医
疗健康政策，其中《“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把医疗健康
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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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逐渐成型。《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
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实施方案》《“十四五”
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等政策发
布与实施促进了医院信息化、
远程医疗等智慧医疗发展。
目前，数智化健康城市建设在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创
新与医疗体系融合等方面存
在问题。

深入推进数智化健康城
市建设需要强化政策引领，制
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明确健康
城市建设的目标、步骤和重点
任务；依托数智技术，推动医
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等领
域的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提
升城市健康管理水平；加强健
康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
意识和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建
立多方参与机制，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市民等参与健康城
市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局面。

董志龙：当数智技术成为

医疗健康领域变革的助推器，

“开放、创新、协同、整合、共

享”逐渐成为医疗行业发展大

势。如何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医疗生态新格局？

张晓娟：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医疗生态新格局，要坚持开
放合作，促进医疗行业的创新
发展，推动医疗技术与数智技
术的深度融合；强化协同合
作，促进医疗机构、政府、企
业、社区等各方在医疗生态中
的协同作用；要整合医疗资
源，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水
平，推动医疗数据共享，加强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确保医
疗信息的安全与可靠；要建立
健全监管机制，保障医疗生态
的健康发展，维护公众利益。
总的来说，需要通过政策引
导、数智技术支持、多方参与
等方式，推动数智化健康城市
建设和医疗生态新格局的构
建，为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美好
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

董志龙：行业的痛点是创

新的原点，也是研发的难点。

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市场表

现的民营企业，如何积极参与

并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

潘仁进：自主创新、数智
融合推动医疗行业产生了更
高效、更智能的变革。在智慧
医疗建设中，建立统一的医疗
信息平台，可以实现医疗资源
的共享和优化配置，提高医疗
资源的利用效率。借助大数
据分析技术，可以更加精确地
预测医疗需求，同时有效配置

医疗设备和人力资源，从而避
免资源浪费，提升基层医疗的
服务水平。企业发展要与科
技创新同频共振。科技行业
的发展速度极快，要时刻关注
行业动态，了解新技术、新应
用的发展趋势，把握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
机遇。

医学科技创新始于临床、
立足于临床、发展于临床、服
务于临床，是助推医疗行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及
时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分析市
场发展契机，是智慧医疗创新
的重要前提。

数字化技术在医疗行业
应用广泛，包括电子健康记
录、远程监测、人工智能辅助
诊断、大数据分析以及患者自
我管理应用等。这些应用场
景共同推动了医疗服务的智
能化和高效化。数字化医疗
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不仅有
传统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信息
化企业，新兴互联网巨头和创
业公司也纷纷涌入。这些企
业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产
品升级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
推动了行业快速发展。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要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真正把科技创新
成果及时运用到具体产业和
产业链上。要坚持开放合作，
促进医疗行业的创新发展，推
动医疗技术与数字技术的深
度融合，促进医疗机构、企业
组织等各方在医疗生态上的
协同合作，同时推动医疗数据
共享，并确保医疗信息的安全

可靠。

董志龙：近日，国家医保

局印发的《放射检查类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以下简称《指南》)将数字影

像处理、上传与云存储纳入放

射检查的价格构成。作为研

究城市智慧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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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

探索中积累了哪些先进经验？

潘仁进：近年来，随着存
储手段进步，保存、查阅检查
结果不再依赖实体胶片。《指
南》将实体胶片从项目价格构
成中剥离，由患者按需选购。
实体胶片实行零差价销售，不
捆绑收费，将促进医疗机构补
齐云影像服务供给短板，助力
跨地区跨医院的检查结果共
享互认。

传统医用胶片不便携带，
且费用不菲，其在履行完“使
命”之后，闲置且占空间，扔掉
也难以回收利用。医学影像
设备是医疗器械行业中技术
壁垒最高的细分市场之一。
自 2015 年起，宁波全网云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全网云医疗”）就开始推行
云胶片全电子化数字影像服
务。借助云胶片技术，患者在
医院的全部影像检查数据可
直接传输到下一家转诊的医
疗机构，患者还可与千里之外
的医生“面对面”诊疗。历经
多年发展，全网云医疗已拥有
5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
患者数量达 1.5 亿，储存放射

影像超 7000 万例，节省塑料
胶片超亿张，节省费用 10 多
亿元。现在，全网云医疗的云
胶片产品落地县级及以上规
模医疗机构达 400 多家，并且
与广西梧州、浙江绍兴、四川
雅安、黑龙江哈尔滨等地的医
疗机构广泛合作，全面推进一
站式影像服务。全网云医疗
的云胶片已实现细分领域市
场占有率超 20%。

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能力是持续发展的命脉。
2021 年，青少年脊柱侧弯问
题引起了全网云医疗的注意。
面对新的医疗需求，市场上既
有设备难以对脊椎侧弯问题
进行精准测量。全网云医疗
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耗时 3 年
研发了“X 射线摄影三维脊柱
成像系统”，创新性地运用数
字图像处理、人工智能识别、
三维重建技术，重建三维人体
骨骼模型。此外，全网云医疗
新 研 发 的 5G 大 医 疗 融 合 平
台、数字疗法等前沿技术产品
也将落地。

目前，医疗资源紧张、医
疗信息不对称、就医流程复杂
等问题依然突出，加快推进科
技创新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
让最先进技术普惠群众，让看
病更有“医”靠，是全网云医疗
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坚信在
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中，智慧医
疗将实现更全面的数据互联、
更精准的诊疗服务、更高效的
运营管理，从而推动医疗行业
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引
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智慧、更
加健康的未来。

机器人引导看病、检查，专家名医“面对面”远程问诊，AI算

法自动计算手术、入院排程最优路径……一个个智慧就医场景，

鲜活展现了数字化技术持续赋能医疗服务的成效。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和融合推进，

智慧与健康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词。不久前，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要求积极推进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

能+”应用创新发展。

作为医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优秀民营企业该

如何创新数智场景、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本期“发声·民营经济

三人谈”邀请专家和企业家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