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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分析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环境，阐述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健全中医药健康服
务发展体系建设、全方位深度融合应用、加强支撑保障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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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互联网正深度融入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

国纷纷以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作为新的突破口和增

长点，不断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构筑经济社会发展

新格局。互联网正深度融合到中医药各领域，破解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便民惠民难题，激发

数字中医药活力和动力，夯实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

发展基础，消除数字鸿沟。本文研究分析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所面临环境，探讨适应新
时代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具体措施、行
动策略，以期为提高公众对中医药服务满意度提供

参考。

２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面临的环
境分析

２１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贯彻战略决策部署

我国正在实施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大数据重

大战略决策，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作为新时代创新

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推动产业变革［１］。 《关于积

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 “互联

网＋医疗”等１１项 “互联网 ＋”具体行动，要求
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广应用线上线下紧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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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将 “互联网 ＋中医医疗”作

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提出要实现中医药发展的数

据化、智能化、信息化，大力发展中医远程医疗、

智慧医疗等，为 “互联网 ＋中医医疗”指明了方

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

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顶层规划了我国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蓝图，明确了

发展方向和具体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

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从健

全 “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完善支撑体

系、加强行业监管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推动医疗健康

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２］。

２２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具有巨大经济潜力

中医药是我国特有的健康资源、经济资源。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

出到 ２０２０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 ８万亿元以

上［３］。“十三五”中药类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２１７３９亿美元，比 “十二五”增长 ８３５％。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正在与中医药

健康服务各领域、各层面进行融合应用，不断催生

着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

品。从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来看，中医诊疗人数

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次持续

增加。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

代，医疗健康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慧化

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

产业规模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２３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有助于应对老
龄化与慢病防治

　　中医药健康服务是我国医疗健康服务中独具特

色的健康资源与服务技术，涉及中医药医疗、养生

保健、康复养老、文化旅游、中药产业和国际交流

等领域的服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

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中医药健康

理念和养生保健方法以及健康观与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求相符，正在推动我国健康服务模式的创新、产

业蓬勃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

养生保健需求较迫切，中医药健康服务较适应其需

求。同时慢性病已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首要威

胁，致死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８５％。慢性病防治除

应用医疗手段外，还需长期健康监测与管理，中医

药对慢性病防治较具优势，可应用互联网技术使患

者了解慢性病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发病机理、防

治原则等。

２４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是信息技术在
中医药应用与发展的必然

　　 “互联网＋”是创新２０环境下的互联网发展

新业态，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应

用，推进了新时代互联网应用平台建设，不断深入

到中医药各领域，创造着中医药健康服务新的发展

生态。“十三五”时期，我国实施了全民健康保障

信息化工程中医药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

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系统部署

了中医药政务协同管理、经验传承、项目监管、标

准服务、预防保健服务等９个行业系统，建成了中

医馆健康信息平台，为近１５万家基层中医馆提供

中医电子病历、中医药知识库、远程会诊、远程教

育等服务。中医智能云系统利用云技术搭建 “云诊

间”“云门诊”“云诊室”等多种形式的互联网产品

和系统，为基层青年中医师、中医药学生提供线上学

习平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名老中医专家资源。

３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存在
的主要问题

３１　协作机制还需不断健全、行动还需进一步细化

中医药健康服务涉及发展改革、财政、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医保、文化旅游、民政等多部

门，国家设立了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但省级以下中医药主管部

门与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机

制还需不断建立健全［４］，“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

务”协同发展合力还未完全形成，缺乏 “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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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细化行动，多方协同的项

目还不够多，互联网集聚、规模、技术优势未能

得到较好发挥。

３２　深度融合应用较少，融合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投资日益增

多，逐步形成融合发展格局，但中医药行业互联网

应用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升，互联网对中医药促

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深度融合的应用和产品还

不多，中医药特色体现还有待加强，主要以ＡＰＰ、微

信等移动终端产品服务为主。据调查４０％的产品采

用线上到线下 （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Ｏ２Ｏ）模式，３０％

产品采用纯线上模式，３０％以上为中医知识库类，

３０％以上为保健按摩类，线上线下结合还不够紧密，

新业态产品和服务活力有待加强，各参与主体参与形

式与责任划分尚不明晰、合作机制有待探索。

３３　信息标准与网络安全亟待加强

“互联网 ＋”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信息共

享，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涉及标准化与网络安全问

题。标准化是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

基石，中医药信息标准已发布实施近百项，但随着

“互联网＋”在医药健康领域快速应用，亟需研究

制定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数据元、数

据集、功能规范、共享文档、数据传输、信息交互

等信息标准。中医药健康服务信息逐渐向互联网开

放与共享，如果不能落实好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制

度、采用必要信息安全防护技术，有可能导致承载

信息的业务应用系统遭受攻击，个人隐私和数据安

全面临威胁。

４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建议

４１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作用

进一步加强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建设，夯实基

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市探索建设中医药数

据中心，建立健全数据中心业务管理职能，优化升

级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应用支撑平台

等基础设施，为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

提供引导和技术支撑。充分发挥中医药主管部门在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有关规划和举措制定、

政策制度出台、市场规范、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引导

作用，发挥市场驱动作用，吸纳更多互联网企业、

中医药健康服务经营者、保险业等服务主体参与，

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共赢、互利共享、多方融合

的平台和生态圈。

４２　全方位深度融合发展，突出创新价值

４２１　中医医疗服务方面　依托实体中医医院建

立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应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信

息系统、中医辨证论治智能辅助系统等，在线开展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提供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

处方等中医医疗服务。整合中医医疗线上线下资

源，实施预约分诊、诊疗，提供分时段就诊看病、

候诊提醒等服务，开展即时结算、诊间结算，实现

电子化支付方式。中医医联体牵头医院应充分发挥

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探索构建远程医疗中心、共

享中药房，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和统

一规范的中药药学服务。发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等在分级诊疗中的作用，推动中医医疗信息共享和

服务协同。

４２２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方面　深化发展中医养

生保健互联网服务，打造中医治未病智慧云，建

立中医养生保健信息服务知识库和移动应用，开

展中医养生需求、健康评定、服务过程记录、效

果分析、长期跟踪的健康信息服务，针对不同健

康状态人群推送适宜的、个性化的中医药预防和

养生保健知识、健康干预方案 （服务包）等［５］。

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以不同形式、不同模式发

展 “互联网 ＋中医养生保健”，研究开发规范的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ＡＰＰ、网站、微信小程序等信

息平台，建立 “网上下单、实店消费”等 Ｏ２Ｏ

商业模式。

４２３　中医药健康养老方面　深入分析中医药健

康养老数字化需求，应用互联网思维思考医养结合

模式、谋划智慧化服务举措，鼓励社区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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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利用互联网延伸提供社区和居家中医药健康

养老服务。养老机构是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照

料服务的专门机构，可成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的

重要阵地，线上线下向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养生保

健、医疗、康复、护理等健康养老服务，收集分析

挖掘老年人日常健康、行为管理、慢病管理、预防

保健等信息，研发具有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的智能

产品、信息平台和移动应用。

４２４　中医药文化方面　建立中医药文化资源
数据库和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推动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建设智慧型活态中医药

博物馆、智能化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和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开发创作一批适合移动新媒体传播的

数字化中医药文化精品佳作和科普作品。找准互

联网与中医药文化契合点，创新图片、文字、视

频、读物等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播形式，善于借助

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动漫、三

维模型等现代化交互体验方式，创作具有地方特

点、民族特色、适宜互联网传播的中医药文化

产品。

４２５　中医药健康旅游方面　建成国家中医药数
字博物馆，强化各层次、各级别中医药博物馆、展

览馆、中药材种植基地、药用植物园的数字化建

设，应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影像现

实等技术建立虚拟展厅、体验中心，提升中医药健

康旅游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体验，孵化一批具有中医

药特色的旅游品牌，推广中医养生保健、科普知识

等中医药健康知识。

４３　加强支撑保障体系建设，营造包容开放环境

构建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标准体系，
优先制修订 “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名词
术语、数据元、数据集、共享文档、数据传输与交

换等基础标准，利用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开展标准

培训宣贯。全面贯彻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落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保护、等级保护、安全审查、风险评估等制度和网

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增强自主可控、隐私保护、舆

情监控等相关安全技术应用，构建智能化的网络

安全防护体系，严格管理患者信息、用户资料、

健康数据等，有效保护个人隐私。重点培育中医

药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战

略规划、科技创新、项目管理、技术应用、资本

运作等专业型人才。积极培育 “互联网 ＋中医药
健康服务”发展典型，增强市场创新活力和动

力，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营造公平、开放、包

容、透明的市场环境。

５　结语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区块链、５Ｇ等技术正全面应用并与中医
药相融合，培育发展 “互联网 ＋”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在

新时代，要进一步探索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
务”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路径，总结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更好地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１　肖勇，常凯，沈绍武，等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我国中医

药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 ［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１８，２９

（７）：１７６２－１７６４．

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６６４５ｈｔｍ．

３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ＥＢ／

Ｏ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３

－１０／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０６３９９ｈｔｍ．

４　邓勇我国中医药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Ｊ］．中医药管理

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１７）：１－３．

５　黄明安中医药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Ｊ］．时珍国医国

药，２０１６，２７（８）：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０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９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