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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作者、研究机构和关键词３方面对智慧医疗领域研究情况进行共现网络分析，阐述研究现状和
热点，提出我国智慧医疗研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应加强宏观政策引导，制定相关规范，推进医疗信

息共享，加大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做好医疗信息安全及隐私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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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慧医疗利用先进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通过

智能化方式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相关人员、信息、设

备、资源的连接与良性互动，以及实时、智能化、

自动化、互联互通的动态服务，最终保证患者及时

获得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服务［１］。随着智慧医疗影

响力不断深入和各地方政府、各级医疗机构的积极

推进，智慧医疗已成为大势所趋［２］。远程诊疗、互

联网医院等智慧医疗方式在２０２０年我国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智慧医疗市

场规模增速达历史最高水平。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

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智慧医疗相关文献数据作为样

本，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国内智慧医疗领域研究热点
和前沿，为研究提供相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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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在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以 “智慧医院”、 “智慧医

疗”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起始时间不限，截止时

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共检索到２１００篇文献。

２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版本号：５６３）可视

化分析软件对文献进行同义词合并整理后，从发文

量、机构及作者合作网络、关键词词频及突现词等

维度进行分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时区分布与基本情况

国内智慧医疗研究起步于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发文量较少；２０１３年起呈现快

速增长趋势，２０１４年发文量是２０１３年的１９２倍，

近３年发文数量是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总数的１５倍，见

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我国智慧医疗研究文献年度发表情况

３２　高频作者及研究机构

３２１　研究机构　主要包括政府行政部门、高等

院校、医院或其下设研究机构，此外信息科技公司

在智慧医疗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各研究机构所处

位置较为分散且机构间交流相对较少，尚未呈现出

明显的合作网络，见图２。

图２　智慧医疗研究机构共现网络

３２２　研究作者　通过＂Ａｕｔｈｏｒ＂网络节点生成智

慧医疗领域作者合作图谱，从整体看作者分布较为

分散，一定程度限制智慧医疗学术交流和发展速

度，见图３。大多数作者发文数为１～２篇，发文量

最多的是郑序颖 （１９篇），其次是吴佳男 （１５篇）、

刘文生 （１１篇）、刘华 （９篇）。

图３　智慧医疗研究作者共现网络

３３　关键词分析

将处理好的源文件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其中纳入的

最早研究文献发表于２００１年。按照１年为一段进行

时间切片，选择＂ｋｅｙｗｏｒｄｓ＂为节点类型，运行结果

节点越大则标签字体越大，反映关键词出现频率越

高，连线粗细表示两个关键词的关联强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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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共提取６０９个主题词，反映了我国智慧医

疗研究问题和方向，其频率体现了关注热点，见图

４。“智慧医疗”出现频次最多，达到１０５４次；其

次为 “智慧城市”，出现３０３次。此外主要主题词

还包括 “物联网”（２０５次）、“大数据”（１２０次）、

“人工智能”（１０３次）、“互联网＋”（８６次）、“医

疗”（６５次）、“云计算”（６０次）、“中华人民共和

国”（４９次）等。

图４　我国智慧医疗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３４　知识演进图谱

研究热点变化趋势采取新增关键词及突现词分

析方法。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智慧医疗概念开始受到

关注；２０１０年提出物联网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移动设备、医院信息化、大数据、预

约挂号、远程医疗促进智慧医疗发展，随着医院信

息化的开展，智慧医疗研究逐渐增加；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智慧社区、医院信息化建设、可穿戴设备、 “互

联网＋”开始成为研究热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人工智

能、机器人、医疗服务、智慧门诊研究逐渐增多；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５Ｇ、低延时通讯成为研究热点，见

图５、图６。

图５　高频关键词时区视图

图６　智慧医疗研究突现词分析

４　讨论

４１　时区分布及基本情况

研究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我国智慧医疗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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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物联网、 “互联网 ＋”、
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研究发文数量激增。根据相关

政策和近年发文情况预估，智慧医疗研究相关发文

量在未来几年将会呈现爆炸式增长。研究者共现网

络与研究机构共现网络较相似，作者群及机构之间

交流合作较少。

４２　研究热点

４２１　物联网　医疗物联网是智慧医疗的核心部
分和重要支撑。物联网包括远程无线监护平台、移

动医疗、智能婴儿管理、医学装备管理，其中射频

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是物
联网的构建基础和核心。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

较关注物联网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我国原卫生

部提出加强 ＲＦＩＤ技术在物资管理、医疗信息数字
化、医疗过程数字化等领域的应用［３］。借助物联网

技术可以实现医疗物资、设备及医疗垃圾的全程可

追踪信息管理。

４２２　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　大数据的优
势在于利用高性能计算技术提高大规模存储数据分

析准确度及效率，需纳入充足的医疗数据形成互联

共享的数据云。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推

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４］

推动大数据在智慧医疗中的应用。数据共享可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医疗办事效率。在诊疗方面，

人工智能及云计算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辅助

医护人员诊断，为医生科学决策提供支持。

４２３　 “互联网＋”医疗　指以互联网为载体和
技术手段的健康医疗服务。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暴发凸显出线下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阿里健

康、丁香园、微医等多家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开设

远程线上问诊、心理辅导等服务，成为线下医疗的

重要补充。与此同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 《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 “互联网＋”医保服务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 “互联网 ＋”医
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５］。上海发布１３家
互联网医院名单试行定点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为

常见病和慢性病复诊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并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互联网医疗作为线下医疗补充可有效

减轻医院压力，减少医患接触，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４３　知识演进图谱

通过高频关键词时区变化及突现词分析，可以

得出智慧医疗的知识演进变化：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国
家多个部门发布政策指导性文件，推进国家、省

级、区域３级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对医疗信息化支
持力度逐渐增强［６］，有效推动信息化进程。２０１１年
互联网医疗开始以远程在线问诊／健康咨询的形式
提供服务。２０１５年３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提出 “互联网＋”概念。２０１６年前后互联网
医院开始涌现［７］，互联网医疗从纯院外服务开始探

索与医疗体系融合。新医改后医疗信息化建设进入

全面快速发展期，各地探索并建立了区域医疗信息

平台，基本实现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信

息共享。大力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

建设，区域协同医疗信息系统的目的在于以医疗服

务机构为主体［８－１１］，以医疗资源和信息共享为目

标，建立区域协同医疗公共服务平台，集成共性技

术及医疗服务关键技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利

用最大化，我国步入智慧医疗时代快速发展期。

２０１８年在政策推动下，互联网医疗在医院端和院外
市场得到稳定增长。随着５Ｇ新一代通信技术应用，
远程医疗将走向移动化，服务将更加便捷，移动可

穿戴设备、车载和便携远程会诊设备将得到普及，

便携和可穿戴健康检测和监测设备将快速涌现，远

程健康管理将得到极大发展［１２－１６］。５Ｇ技术应用推
动基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临床诊断及治

疗变为可能，使更多疾病在基层医疗机构即可得到

规范化诊断和治疗，远程医疗应用深入到社区、乡

村，受益人群将更加广泛。

４４　存在问题和挑战

智慧医疗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医疗

模式转变，近年来得到广泛关注和发展，但是医院

管理仍存在问题。大部分医院智慧医疗处于初级阶

段，虽然已经建立医院信息系统，但是大部分局限

在门诊自助挂号、建设医院网站、微信挂号平台及

查看报告，区域内医疗机构资源和信息共享尚未实

现。当前倡导智慧医疗的主体仍是医疗机构，智慧

医疗尚未与智慧城市主体网络进行无缝对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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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未得到合理利用，尚需构建患者、医院及卫

生管理部门３位一体的智慧医疗体系。此外在关键
技术保护机制、评价体系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

尚存在问题。

４５　建议

４５１　政府层面政策支持　加强政府政策支持与
法律法规引导，建立统一信息标准和规范，避免医

疗机构各自为政而导致资源浪费。我国智慧医疗处

于探索发展时期，实施过程涉及多环节及部门，政

府应加强引导，鼓励大学、医疗机构、企业以及政

府行政部门合作，加强相关人才培养，推动智慧医

疗健康发展。

４５２　医疗信息互联互通　目前各医疗机构内部
基本实现医疗信息化，但是区域内医疗机构间仍待

实现医疗信息全面互通。政府行政部门应牵头尽快

实现区域内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推动跨医院

就医的检查结果互认、社区和三级医院合理分级诊

疗以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４５３　医疗云及人工智能应用建设　智慧医疗以
医疗大数据为基础，对医疗大数据的有效利用有利

于开展个性化健康服务。随着包括移动诊疗设备实

时动态数据在内的医疗数据不断积累，医疗云建设

成为必然。人工智能能够把专家经验进行总结，通

过机器学习制定诊疗方案，辅助医生量化制定个人

诊疗方案，实现精准化治疗，同时促进偏远地区诊

疗水平提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化分布。

４５４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　大数据
时代的智慧医疗发展以云计算、物联网等为基础，

实施智慧医疗需要收集、处理患者个人健康数据，

在高效利用医疗数据、实现全过程健康管理的同时

应保证数据和个人隐私安全。

５　结语

近年来我国智慧医疗市场需求高速增长、规模

迅速扩张，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智慧医疗应用，随着

前沿科技与医疗领域的加速融合，智慧医疗在慢病

管理、疫情监测、病毒溯源、远程会诊、资源调配

等诸多领域将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医疗行业改革和

转型。推动智慧医疗健康发展除政府公共财政支持

外，需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健康服务供给，建立医疗

研发创新生态体系和医疗支付体系，大力引进新技

术、提升本土研发能力，使医疗服务实现真正意义

的智慧化，更好地满足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推

动医疗事业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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