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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数字医疗发展数据公布

超 2670万人次享用远程医疗服务

前不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

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指出，2022年，数

字中国取得显著成效。在医疗健康方面，

数字健康服务资源加速扩容下沉，地市

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年

共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过 2670万人次。

数字健康加速发展，互联网医疗用户规

模达 3.6亿人，增长率为 21.7%。

数字健康服务资源加速扩容下沉

2022 年，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

伸拓展，数字化向医疗健康全领域加

速渗透。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

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市

级、县级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覆盖，全年

共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 2670万人次。

据初步统计，截至 2022 年 10 月，

全国设置超过 2700 家互联网医院，开

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超过 2590万人次。

1.65 万家基层中医馆接入中医馆健康

信息平台。医保信息化平台覆盖范围持

续扩大。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全面

建成，接入约 40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和

40万家定点零售药店，有效覆盖全体参

保人。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实名用户达

2.8亿，涵盖 100余项服务功能。

数字技术在辅助诊断康复、配送转

运、医疗机器人等方面的新应用快速普

及，互联网直播互动式家庭育儿、线上

婴幼儿养育课程、父母课堂等新形式不

断涌现。全国体育系统举办全民健身

线上运动会，直接参加人次 1396万，全

网总曝光量超 56.2亿次。60岁以上老

年人激活或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实现由

家人代办的人数超过 1981万。

数字医疗服务
知晓度和使用率加速增长

为了解各地区群众对数字中国发

展情况的感知评价和意见建议，国家网

信办组织开展了 2022年数字中国发展

情况网络问卷调查活动。调查范围覆

盖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 18 至 70 岁网

民，回收有效样本超过 18万份。

调查结果显示，数字医疗服务方

面，2022 年，我国数字医疗服务的知晓

度和使用率加快增长。80%左右的受访

者了解本地提供线上缴费、自助机缴

费、线上查询检验报告、线上预约挂号

等数字医疗服务。从地区来看，浙江、

上海、广东、湖南、山东等地区数字医

疗服务的知晓度位居全国前列。从城

乡来看，各项数字医疗服务的知晓度城

镇均高于农村，其中线上预约挂号服务

的知晓度城乡差距为 7.2%, 但远程医

疗服务知晓度城乡差距仅为 0.4%。

在使用率方面，67.7%和 62.0%的受

访者表示使用过线上缴费和自助机缴费

服务。从城乡来看，城镇居民的线上预约

挂号服务使用率比农村居民高 14.1 个

百分点，线上查询检验报告使用率比农

村居民高 12.1个百分点，但农村居民远

程医疗服务使用率则比城市居民略高

0.6个百分点。从地区来看，浙江、上海、

广东、湖南、福建等地区受访者对于数字

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位于全国前列。

数字技术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撑

数字技术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了有力支撑。调查结果显示，在疫

情常态化防控过程中，健康码等数字化

服务的便捷性、稳定性明显提升，受访

者给予了积极评价。

其中，70%左右受访者对“本地健康

码系统界面友好、功能齐备、使用方便”

“本地健康码系统运行稳定性有效提升”

“可以便捷地查询本地最新防疫政策”等

评价表示非常或比较同意，其中表示“非

常同意”的受访者占比均高于 40%。从地

区来看，浙江、山东、湖南、福建、安徽等

地区受访者对数字技术在本地疫情防控

中的应用成效认可程度位于全国前列。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当前浙江、北

京、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天

津、重庆、湖北等地区数字化综合发展

水平位居全国前 10名。

《报告》指出，2023 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

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

划》实施的起步之年，未来将继续构建

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促进数字公共服

务普惠化，积极发展数字健康，规范互

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发展。

图片来源：摄图网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

《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标准》国家强

制性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

不同生物安全防护级别疫苗生产车间的

风险管理、设施设备和安全管理等方面

的生物安全通用要求，适用于涉及使用

病原微生物进行疫苗生产车间建设、运

行和管理。

据悉，疫苗生产车间，尤其是以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为代表的高

生物安全风险疫苗生产车间，是国家

生物安全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

基础设施。由于疫苗生产过程中涉及

病原微生物的规模化培养，一旦发生

生物安全事故可能会对人群造成巨大

的危害，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征求意见稿》强调，疫苗生产车间

生物安全事件或事故是难以完全避免

的，重要的是工作人员应事先了解所

从事活动的风险并在风险已被控制在

可接受的状态下从事相关活动。工作

人员应认识但不应过分依赖于硬件设

施设备的安全保障作用，绝大多数生

物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生物安

全意识和管理疏忽。

《征求意见稿》明确，企业应设定生物

安全负责人，负责生物安全管理事宜，当

发现存在生物安全隐患时，其可以行使立

即停止相关生产活动的权限。生物安全负

责人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具有医

学、药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

中级及以上职称），并具有 5年以上从事

相关领域管理经验。生物安全负责人与疫

苗生产车间负责人不能为同一人。

《征求意见稿》指出，操作规程应根

据疫苗生产和检验以及设施设备维护的

各个环节，详细说明操作者的权限及资

格要求、潜在危险、设施设备的功能、活

动目的和具体操作步骤、防护和安全操

作方法、应急措施、文件制定的依据等。

《征求意见稿》要求，与生物安全相

关的每项活动均应当有记录，并制定

管理类文件以明确记录的内容、记录

的要求、记录的档案管理、记录使用的

权限、记录的安全、记录的保存期限

等。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菌

（毒）种的使用记录应长期保存，直至

销毁。涉及使用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生产疫苗的记录应至少保存 20年。

《征求意见稿》提出，每年应至少组

织所有从业人员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风险、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进行一次

桌面推演和现场演练，并对演练工作

进行评估，改善应急处置指导原则，改

进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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