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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宽带网络+健康乡村”应用
试点项目（第一批）重点方向

一、远程医疗服务。帮扶医院和上级医院依托千兆光网、5G

等技术推动远程诊疗向基层定点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延伸，围绕乡村地区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疾病，以及“三区三

州”等地区包虫病、先心病、结核病、大骨节病等多发疾病，开

展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超声诊断、远

程手术指导、远程查房、在线培训等工作，提高规范化诊疗水平，

确定相应的医疗质量管理机制。应用试点在管理制度、医疗质量

与安全、网络服务质量、网络安全等方面达到《远程医疗服务管

理规范（试行）》（国卫医发〔2018〕25 号）以及相关政策标

准要求。

预期目标：帮扶医院或上级医院远程医疗系统接入网络的带

宽不低于 1000M，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远程医疗系统接入网络的

带宽不低于 100M；远程医疗服务项目至少覆盖 3种大病或地方

病远程诊断，开展远程会诊不低于 1000人次/年，开展远程培训

不低于 50次/年；探索数字技术提升大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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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创新医疗服务流程，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

二、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乡村地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依

托千兆光网、5G等宽带网络，运用云计算、大数据、隐私保护

计算等技术，建立县域卫生健康信息共享平台，整合优化县域影

像、心电、病理诊断、医学检验等中心资源配置，实现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和区域内互认。应用试点在运行机制、分工协作、资源

共享、网络服务质量、网络安全等方面达到《医疗联合体综合绩

效考核工作方案（试行）》（国卫医发〔2018〕26 号）以及相

关政策标准要求。

预期目标：宽带网络覆盖县域医联体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牵

头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接入网络的带宽不低于 1000M，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接入网络的带宽不低于 100M；建成县域卫生健康

综合信息平台，县域内人口信息、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公

共卫生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影像、心电、病理、检查检验结果实

现共享互认；加强健康医疗信息在区域内互联互通共享，发挥数

字技术在卫生资源均等化配置的创新作用。

三、移动乡村巡诊。帮扶医院、上级医院或其他单位依托

5G网络、移动诊疗车构建移动巡诊工作站，结合远程诊疗设备、

远程检验设备、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等，为乡村地区群众提供远程

门诊、智能疾病筛查、智能检验检测、远程诊断、远程会诊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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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用试点在管理制度、医疗质量与安全、网络服务质量、网

络安全等方面达到《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

〔2018〕25号）以及相关政策标准要求。

预期目标：移动乡村巡诊车接入5G网络带宽达到50M以上，

时延不超过 100ms；移动巡诊服务项目覆盖至少 3种重点疾病或

慢性病的智能筛查、检验检测或远程治疗；对落地区域内行政村

开展移动巡诊不少于 2次/月，每次时间不少于半天；依托 5G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挖掘乡村巡诊场景中智能筛查、检验检测、远

程治疗新应用，完善巡诊服务体系建设。

四、网络村医助手。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依托千兆光网、

5G等宽带网络，结合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DSS）、检测检验设

备、健康检测设备、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数字人等技术，协助

乡村医生为乡村地区群众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智能检验检测、慢

性病管理、健康咨询、中医干预等服务，重点做好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结核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

病患者的网络化规范管理。应用试点在管理制度、设备设施、信

息系统等方面达到《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

〔2018〕25号）、《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

（国卫办疾控发〔2016〕44号）以及相关政策标准要求。

预期目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入网络的带宽不低于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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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区域内家庭医生网络签约达到各行政村全覆盖；面向村医的

在线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支持至少 500种常见疾病的在线咨询，支

持至少 4种慢性病患者的网络规范化管理；加快探索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创新应用，鼓励具备条件的村卫生

室拓展符合其功能定位的数字化医疗服务。

五、网络村医教育培训。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依托千兆光

网、5G等宽带网络，结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

人等技术，构建网络化、数字化的村医医学教育培训系统，开展

疑难杂症及重大疾病病例探讨交流，通过远程教育手段推广普及

实用型适宜技术和药品。应用试点在管理制度、设备设施、信息

系统等方面达到《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国卫医发

〔2018〕25号）以及相关政策标准要求。

预期目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入网络的带宽不低于 100M；

在试点区域面向村医提供覆盖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适宜技

术等领域的教育培训课程库，开展远程教育培训不少于 4次/年，

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20日/年；拓展线上教育培训模式，丰富数

字教育资源和服务供给，提升智能化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六、网络公共卫生防护。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依托千兆光网、

5G等宽带网络，完善农村地区新冠病毒感染、禽流感等传染病

智能预警和远程医疗服务机制，基于多源数据及时掌握和动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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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疾病发生趋势及传染病疫情信息，开展传染病远程监测和防

治，加强流行病智能监测和防控，提高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

警与应急响应能力。应用试点在管理制度、工作流程、信息技术

保障等方面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相关管理

制度及标准要求。

预期目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入网络的带宽建议不低于

100M；试点区域内传染病智能监测与预警网络达到各行政村全

覆盖，开展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演练不少于 2次/年；提高

乡村地区风险隐患智能预警能力，探索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标

准化建设新模式，提升县域传染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处置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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