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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梳理和解析互联网诊疗相关中英文概念，分析其内涵与翻译方法，从而加深研究人员对互联网诊
疗的理解，为其精准深入研究和规范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提供基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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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诊疗概念首次出现在 ２０１８年出台的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 《办

法》），其定义是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医

师，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

病复诊和 “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比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对 “诊疗”的定

义，即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

法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

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

动，“互联网诊疗”服务范围较窄，患者首诊、急

性病、罕见病、疑难杂症等均不能开展，也不能通

过控制仪器设备 （如手术机器人）直接为患者检

查、诊断、治疗、手术、监护等，也不包括为患者

提供线上咨询。国家对互联网诊疗服务范围的严格

限定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互联网存在风险，

如隐私泄露、电信诈骗、黑客攻击等，在相关法制

尚不健全情况下完全依赖互联网开展医疗活动风险

较大；二是医学本身关系公众生命安全，风险性较

高，同一种疾病针对不同人群、地域、时间的医治

方案都可能不同，通过互联网进行医学诊疗活动风

险会成倍增加。

２　相关中文概念辨析

２１　远程会诊

我国最早运用远程医疗技术的案例可追溯到

１９８６年［１］。１９９９年国家 《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

管理的通知》对远程医疗的定义是 “应用计算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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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通讯技术进行异地医疗咨询活动”。互联网

诊疗业务范围是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 “互联

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其载体更具体，专指通

过互联网通信技术开展的诊疗活动，不包括电话、

电视、电报等载体形式；主体更明确，是本机构注

册医师，非本机构、非注册的医师及其他人都不包

括在内。

２２　远程医疗

１９９７年中国金卫医疗网启用，标志着我国远程

医疗从理论探索走向实际应用［２］。２０１４年 《国家卫

生计生委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

对远程医疗进行定义，即一方医疗机构邀请其他医

疗机构，运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为本医疗

机构诊疗患者 （包括机构外患者）提供技术支持的

医疗活动，包括：远程病理诊断、医学影像诊断、

监护、会诊、门诊、病例讨论及省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的其他项目［３］。２０１８年 《互联网诊疗管理

办法 （试行）》又将此定义扩展为两种情形：一是

医疗机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医师，通过互联网等

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 “互联网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二是由医疗机构或第３方

机构搭建信息平台，发布需求，平台注册受邀机构

应答，即医疗机构通过点对点或信息平台为患者诊

疗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与之相比，互联网诊

疗是指医患间具体开展的临床诊治活动，是一种没

有邀请其他医疗机构、直接由本医疗机构医师通过

互联网开展的医疗活动。

２３　远程医学

应用远程通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打破空间

限制远距离地实施医疗、保健、教学、医学信息服

务。广义上包括远程诊断、康复、会诊、教育、监

视、探视等与医疗信息服务相关的医学活动；狭义

上包括远程影像学、诊断及会诊、护理等互联网医

疗活动［４－５］。从 “远程会诊”到 “远程医疗”再到

“远程医学”是一个概念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远

程医学将医学涵盖内容全部纳入远程实现中，互联

网诊疗只属于远程医学中一个分支，即通过互联网

展开的远程诊疗活动。

２４　 “互联网＋医疗健康”

包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药品供应保障服务、医疗保障结算服务、医

学教育和科普服务、人工智能应用服务７项内容，

除医疗外还增加了健康服务。“互联网＋医疗健康”

是国家卫生发展的整体战略框架，互联网诊疗是其

中组成部分，需遵循 “医疗＋健康”战略理念。

２５　互联网医疗

百度百科对其定义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

段开展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

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

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

务［６］。互联网医疗是远程医学和远程医疗的一个子

集，其载体仅限于互联网；互联网诊疗属于互联网

医疗，且仅限于诊疗子集。

２６　互联网医院

针对互联网医院， 《办法》规定实体医疗机构

要自行或与第３方机构合作搭建信息平台，使用在

本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注册的医师开展互联网诊疗

活动的，应申请互联网医院 （第２名称），服务不

得超出所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诊疗科目范围，由取

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即有

意向通过信息平台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一定

要注册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是虚拟化实体医疗

机构，为安全有效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还需配套

相应的医疗质量管理、信息技术服务、药学服务、

人员培训考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系列设施、规

章和辅助业务。

３　相关英文概念辨析

３１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该词由拉丁语 ｍｅｄｉｃｕｓ和希腊语 ｔｅｌｅ合成，表

示 “相隔一定距离的伤病治疗”［７］，是最早出现的

远程医学术语，本义是用交互式音视频通信系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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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常规医患面对面开展的医学实践［８］，最早可追溯

到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体检科学研

究［９］。不同时期、组织、国家对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定

义不尽相同，现被业内广泛引用的是 ２００５年美国

远程医疗协会给出的定义：为改善患者健康状况，

通过电子通信从一个站点到另一站点交换医学信

息，包括远距离健康评估、诊断、干预、咨询、监

督和信息访问等内容［８，１０］。

３２　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

该词由ｔｅｌｅ与 ｈｅａｌｔｈ合成，最早见于 《欧洲远

程医疗服务实践准则》［１１］。世界卫生组织对其定义

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信息交换，为分居异地

的医患提供远程的伤病诊疗、研究、评估及专业人

员继续教育的医疗保健服务，患者随时获取高质

量、经济的医疗服务，以此实现全民健康覆盖［１２］。

３３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与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

两概念虽常交替使用但有所区别。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在

《牛津词典》中释义是：对伤病的研究和治疗。因

此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是指一种远距离开展的具体医学临

床实践，常被译作 “远程医疗”。而 ｈｅａｌｔｈ在 《牛

津词典》中的释义是：人身体或精神的一种状况；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工作。ｔｅｌｅｈｅａｌｔｈ更侧重于描述

与健康和卫生相关、内涵更广泛的医学活动，常被

译为 “远程卫生”“远程健康”“远程医疗”“远程

医疗保健”等，其中 “远程医疗保健”更贴近世卫

组织定义的本意。

３４　Ｅ－Ｈｅａｌｔｈ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近年出现了 Ｅ－Ｂａｎｋ、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Ｈｅａｌｔｈ等新词汇。美国 ｅＨｅａｌｔｈ研

究中心对Ｅ－Ｈｅａｌｔｈ的定义是：利用最新信息和通

信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来改善或保障卫生服务。Ｅ

－Ｈｅａｌｔｈ不仅代表技术发展特征，还代表应用通信
技术改善医疗健康的全球化思考与态度等，所需技

术除原远程医学外，还增加了生物传感器、医学工

程学及电子化公务等新内容［１３－１４］，所以该概念更

偏重信息技术的描述，常被译为 “电子健康”或

“卫生电子化”。

３５　ｍ－Ｈｅａｌｔｈ

随着移动设备 （如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广泛应

用，大众对医疗服务的远程访问量激增，产生了特

指通过移动无线技术获取医疗服务的词汇 ｍ－

Ｈｅａｌｔｈ（移动健康）［１５］。

３６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涵盖式术语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互联健康）更常

用来表示将所有利益相关者和技术连到一起的远程

医疗服务与技术整体［１６］。

４　讨论

互联网诊疗是新兴概念，目前在国际学术交流

中还未形成固定的表达。但是通过上述概念梳理和

解析可知，互联网诊疗概念更接近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本

义［８］，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本身还有医学、医药之意，如果

将互联网诊疗直接译成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并不准确。部

分文献将其译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１７］或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８］，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常用于表示

因特网本身，如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ｒｅｓｓ等，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意义并

不匹配。ｏｎｌｉｎｅ意为采用互联网、电话、电视、卫

星等远程通信方式交流的一种在线状态，表达也不

够准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在 《剑桥英语词典》中解

释是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ｄｏｎ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其后可跟具体动作表示在互联网上某种活

动，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等，所以用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对应 “互联网诊

疗”可较为精准地表达 “通过互联网开展诊疗活

动”的含义，而且较符合英语习惯。

５　结语

互联网诊疗有助于增加患者就医机会、提高健

康服务效率、促进卫生服务均等和降低医疗成本，

·５６·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



是未来医疗服务的新业态。厘清互联网诊疗确切含

义及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有助于加深研究人员对

互联网诊疗的理解，进而为深入研究和规范开展互

联网诊疗服务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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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６４０．

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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