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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技术要求》团体
标准解读

吴晓芬 1 陈晔 2 郑云硉 1 孙会会 2 陈莹 2 许树长 2

1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信息处，上海 200065；2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内科，上海 
200065
通信作者：许树长，Email：xschang@163.com

许树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消化内科首席专家、消化内镜中心学科带头人，同济大学医学院消

化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医学会消化

内镜学分会委员、食管协作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

常委、消化内镜专委会常委，上海市医学会食管和胃静脉曲张治疗

专科分会前主委，上海市医学会消化内镜专科分会副主委，上海市

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分会副会长

【提要】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远程医疗作为一项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正逐步改变传统医疗的

地域限制和服务方式。为了规范和指导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推动医疗资源的均衡发展，由上海市同济医院制定、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

的团体标准《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技术要求》于 2024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本文将介绍并深入

分析该标准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应用场景及在当前医疗信息化领域中的意义与价值，以求进一步

提高对标准的认识及应用。

【关键词】　远程会诊；　数据收集；　信息存储和检索；　内窥镜手术指导；　基础设施；　团体

标准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技术标准项目（22DZ2203900）；申康“三年行动”研究型医师

创新转化能力培训项目（SHDC2022CRT004）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oup standar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endoscope remot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formation system 
Wu Xiaofen1, Chen Ye2, Zheng Yunlu1, Sun Huihui2, Chen Ying2, Xu Shuchang2

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ongji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5, China; 2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ongji Hospital,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5,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Xu Shuchang, Email: xschang@163.com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医疗领域正经历着深刻变

革，远程医疗作为新兴的医疗服务模式，展现出巨

大的发展潜力。其中，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凭

借在提高诊疗效率、优化医疗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显

著优势，逐渐成为医疗行业关注的焦点。然而，由

于缺乏统一规范，该系统在建设和应用过程中面临

·专家论坛·

DOI：10.3760/cma.j.cn321463-20241008-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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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杂志, 2025, 42(3): 169-172. DOI: 10.3760/cma.j.cn321463-20241008-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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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挑战，如系统有效性和安全性难以保障、服务

质量参差不齐等。在此背景下，《内窥镜远程诊疗

信息系统技术要求》（T/CCSA 532—2024）团体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应运而生。本标准由上海市同济

医院制定、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发布，于 2024 年

10月1日正式实施。它为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

的建设和应用提供了全面、细致的规范指导，对推动

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提升医疗服务整体水平意义深

远。本文将对该标准进行深入解读，剖析其出台背

景、主要内容、应用场景、特点及应用价值，以期为医

疗行业相关从业者提供有益参考，助力标准更好地

落地实施，推动我国医疗信息化建设迈向新高度。

一、标准出台背景

“健康中国 2030”强调要强化慢性病的筛查和

早期发现，对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消

化道疾病的内镜诊疗已成为重要的健康战略［1］。

在内镜诊疗中，精准定位病灶部位和出血部位、内

镜等器械选择及操作是决定诊疗成败的关键，甚至

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

分布不均衡，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仍旧非常严

峻，亟须解决偏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和医疗卫生人

员匮乏的问题。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及时连线专家，

并通过远程手术实时指导设备进行手术指导，将极

大提高手术成功率，挽救患者生命［2］。

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在提高诊疗效率、优

化医疗资源分配、促进医疗知识共享、提升诊疗质

量、提高高质量医疗可及性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和

巨大应用潜力［3］。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标准规范，导

致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无规范

可循，不仅影响了系统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制约

了远程医疗服务的普及和质量提升［4］。因此，制定

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对于保障医

疗服务质量、促进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保护患者隐

私和权益、推动医疗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同济医院牵头消化内

镜诊疗联盟智能协同创新平台完成了该标准的制

定。标准于 2024 年 7 月 3 日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

会发布，并于 2024年 10月 1日起开始实施，旨在规

范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推动医

疗服务模式的创新，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动

国内内镜诊治服务的整体能级提升［6］。

二、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全面标化了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的

技术要求，包括系统的总体情况、基础设施要求、临

床基本要求、功能要求、安全及运维要求等内容。

1. 总体要求：标准明确了系统的总体框架、基

本原则，强调了实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扩展

性，在逻辑上对整个系统进行分层划分，包括网络

层、接入机构、数据交换平台、数据层、功能层和应

用层，清晰化每层定位、层内部功能以及层之间的

承接关系，为整个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总体把

控规划了清晰的逻辑版图。总体架构图如图

1所示。

2.基础设施要求：标准对系统最底层的运行支

撑环境要求进行说明，尤其针对远程诊疗最重要的

网络基础设施进行重点说明，清楚勾勒出医院内

部、医院之间、运营商之间的网络关系，包括网络架

构、网络技术要求，以及通用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

要求。网络架构图如图2所示。

3.临床基本要求：标准对临床诊疗中内窥镜远

程诊疗信息系统应具备的支撑能力和重点关注点

进行了规范明确。针对实际场景中经常存在的设

备条件、操作环节、数据形态和存储格式以及数据

内容应包含的新消息及质量要求都做了明确

说明［7］。

4. 功能要求：围绕内窥镜远程诊疗的各项活

动，标准提出了系统应具备对活动支撑的功能要

求，包括直接和诊疗活动相关的基本业务功能，如

远程会诊、远程内镜影像诊断、远程内镜手术指导，

以及间接支持辅助诊疗活动的系统功能［8］，如远程

数据采集与存储管理、远程业务管理、会诊应用、图

像处理、视频影像处理。

5.安全要求：标准从多个角度明确内窥镜远程

诊疗信息系统在安全上的要求和应当遵循的详细

规范，包括设备要求、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及备份恢

复等方面。

6.运维要求：标准对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应进行

的工作进行了说明，包括系统软件相关数据库、服

务器系统日常维护、系统软件日常维护、定期巡检

维护服务、咨询服务。

三、标准应用场景

标准为医疗行业提供了一个全面、高效的技术

框架，不仅优化了医疗服务流程，还促进了医疗资

源的均衡分配和医疗服务的整体提升，其应用场景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远程会诊与多学科讨论：在传统的会诊模式

中，专家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到患者所在地，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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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耗力，还可能因地理因素限制了及时救治。标

准支持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实现高清内镜影像的实

时共享和讨论，专家可以在各自位置参与会诊，提

供专业意见，大幅提升了会诊的效率和响应

速度［2］。

2.早期消化道肿瘤筛查与诊断：消化道肿瘤在

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通过内镜检查可以发现潜

在的病变。标准规定了内镜影像的采集、存储和传

输要求，确保了图像的清晰度和诊断的准确性，为

早期发现和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3.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紧急处理：在急性上消化

道出血的情况下，快速准确地诊断和处理是救治成

功的关键。通过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实时传输的高

清影像，专家可以清晰地观察出血点，远程指导现

场医师进行止血操作，甚至进行更复杂的治疗决

策，有效提升救治成功率。

4.内镜手术远程指导：对于一些复杂的内镜手

术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标准支持手术

过程中的高清影像实时传输，使得远程专家能够清

晰观察手术过程［9］，并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建议，帮

助手术医师精准操作，减少手术风险。

5.内镜影像集中存储和诊断：标准支持建立区

域性内镜影像中心，实现影像资料的集中存储和管

理。这不仅提高了影像的使用效率，还便于进行跨

机构的影像分析和研究，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共享和

医疗水平的提升。

6. 远程教学和培训：利用远程诊疗系统，可以

开展远程教学和培训活动。资深医师可以通过系

统向基层医疗机构医师传授内镜诊疗的知识和技

能。通过观看实时手术过程或高清影像资料，医师

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加速专业成长。

四、标准特点

1.安全要求贯穿始终：标准在总体要求上有专

门的安全保障设计，遵循的基本原则中也突出强调

安全，另有专门的章节详细阐述安全要求，同时在

网络架构、系统功能等方面也做了针对性强调，可

见对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中涉及

注：VPN指虚拟专用网络

图1　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总体架构

注：VPN指虚拟专用网络

图2　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统网络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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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相关的重视，这也和实际应用场景的相关要求

高度一致。

2.数据流分层描述清晰：标准对系统的数据流

有着清晰的分层说明，包括网络数据通道、数据源

头、数据交换节点、数据分类存储，为内窥镜远程诊

疗信息系统的数据流管理提供了全面指导，确保了

数据处理的规范性和系统运行的高效性。

3.重点关键参数明确：标准对内窥镜远程诊疗

信息系统所涉及到的关键性参数也进行了详细阐

释，包括数据格式、设备信号、质控分类、备份机制、

安全关注点、功能项等。为内窥镜远程诊疗信息系

统的建设和使用提供具体指导，确保系统在图像质

量、数据传输、系统安全和操作流程等方面达到预

期的性能要求，从而提升远程诊疗的效率和质量。

五、应用价值

标准的发布是中国医疗信息化领域的重要里

程碑，它不仅为医疗机构提供了明确的技术实施指

南，也为整个医疗信息化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随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

断发展，标准的实施将为远程医疗服务带来更多可

能性，为实现“健康中国 2030”战略目标提供坚实

的技术保障［10］。

1.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在

大城市集中，而偏远地区相对匮乏。标准通过远程

诊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将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

辐射到基层和农村地区，缩小地区间的医疗差距，

实现医疗服务的均等化［11］。

2.提升医疗服务效率：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减少

了患者和专家之间的地理障碍，使得患者能够在本

地接受到专家的诊疗服务，避免了长途就医的时间

和经济成本。同时，专家可以更高效地为更多患者

提供服务，提升了医疗服务的整体效率。

3.保障医疗服务质量：高标准的技术要求确保

了远程诊疗过程中的数据传输质量，减少了因图像

不清、信息传递不准确导致的误诊和漏诊，保障了

医疗服务质量。同时，系统的安全性要求也确保了

患者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4.推动医疗信息化建设：标准的实施推动了医

疗机构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促进了医疗信息系

统的升级和完善。这不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也为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标准的发布与实施是医疗信息化领域的重要

进展。在“健康中国 2030”战略背景下，面对我国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内窥镜远程诊疗缺乏规范的现

状，该标准的制定极具必要性。其内容全面，涵盖

系统各方面技术要求，构建技术框架完整，应用场

景广泛，涉及多种医疗场景，能优化服务流程、均衡

资源分配。该标准具有安全保障贯穿始终、数据流

分层清晰、关键参数明确的特点。在应用价值上，

可推动医疗服务均等化，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助

力医疗信息化建设，在新技术发展下为远程医疗带

来更多机遇，是实现“健康中国 2030”目标的重要

技术支撑，引领医疗行业向更优质、高效、均衡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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