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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统计显示，截止2020年2月12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红十字会、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部队医院，共派出178支医疗队、21618名医疗队员支援

湖北。其中，国家及各地援鄂医疗队员20218名（含医技人员5405名、护理人员14151名，其他

人员662名），解放军部队援鄂医疗队员1400名。这次疫情透露了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医

疗信息化水平不高、公共卫生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有待提升的问题。

在疫情影响下我国智慧医疗的应用价值逐步彰显：互联网医疗提供网上的医疗导诊和咨询服

务；智能传感器应用于非接触式的医疗检测中；机器人在疫情中大展身手，智能机器人不断

投入使用，在医疗、防控、便民等多种场景助力防疫工作高效展开。  

2020年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推动发挥信息化在辅助疫情研判、创新诊疗模式、提升服务

效率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文件进一步充分肯定了智慧医疗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医疗信息化发展路径日渐清晰，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很多互联网医疗机构逐步开

展互联网问诊服务，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任机制、医疗质量监控机制等逐步建立，智慧医疗

的收益方式、与医疗保险连通等开始有效的尝试，以及诸如分级诊疗、医生多点执业、取消

医院事业编制、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政策也将促进智慧医疗产业快速扩大。  

智慧医疗是5G技术在物联网的应用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景。在5G网络下，诊断和治疗将突

破原有的地域限制，医疗资源更加平均。健康管理和初步诊断将家居化，医生与患者可以实

现更高效的分配和对接。5G时代，传统医院将向健康管理中心转型，质量提高未来，随着5G

技术的进一步商用、普及，在5G技术下的智慧医疗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医疗水平、医疗技术

也可以的到进一步提高。2020年2月8日，北京武汉两地医护人员使用5G技术实现了远程病例

讨论，这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北京医疗队利用5G技术的首次实战。5G远程会

诊平台投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诊治中，可以减少医患直接接触，是5G+智慧医疗的又一落地

实施。  

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智慧医疗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在新医改方案的指导下，各地方政府将会

加大当地智慧医疗建设方面的投入，将会有更多的医疗机构参与到信息化建设中，一些信息

化建设较好的医疗机构也将致力于建设更为先进的医院管理系统，提升自身竞争力，给广大

居民带来更好的医疗体验。  

政策助力，医疗信息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医疗机构积极开启医疗产业新

的市场空间，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IT巨头纷纷扎堆进军智慧医疗领域，传统医疗机构也

在该领域寻求创新发展道路。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创投资金的涌入。  



本研究源自中企顾问网发布的完整报告《2024-2030年中国智慧医疗行业发展趋势与未来前景

预测报告》的浓缩部分，您若想对智慧医疗市场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医疗相关行

业，完整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订购详情见报告最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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