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 号），进一步推动远程医疗

服务持续健康发展，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推进区域医疗资源整合共享，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水

平，制定本规范。 

一、管理范围 

本规范所称远程医疗服务包括以下情形： 

（一）某医疗机构（以下简称邀请方）直接向其他医疗

机构（以下简称受邀方）发出邀请，受邀方运用通讯、计算

机及网络技术等信息化技术，为邀请方患者诊疗提供技术支

持的医疗活动，双方通过协议明确责权利。 

（二）邀请方或第三方机构搭建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受

邀方以机构身份在该平台注册，邀请方通过该平台发布需求，

由平台匹配受邀方或其他医疗机构主动对需求做出应答，运

用通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等信息化技术，为邀请方患者诊

疗提供技术支持的医疗活动。邀请方、平台建设运营方、受

邀方通过协议明确责权利。 

邀请方通过信息平台直接邀请医务人员提供在线医疗

服务的，必须申请设置互联网医院，按照《互联网医院管理

办法（试行）》管理。 



二、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基本条件 

（一）医疗机构基本条件。 

1.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批

准、与所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相应的诊疗科目。 

2.有在本机构注册、符合远程医疗服务要求的专业技术

人员。 

3.有完善的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制度、医疗质量与医疗安

全、信息化技术保障措施。 

（二）人员基本条件。 

邀请方与受邀方应当根据患者病情安排相应医务人员

参与远程医疗服务。邀请方至少有 1 名执业医师（可多点执

业）陪同，若邀请方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由执业助理

医师或乡村医生陪同；受邀方至少有 1 名具有相应诊疗服务

能力、独立开展临床工作 3 年以上的执业医师（可多点执业）

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服务。根据患者病情，可提供远程多学

科联合诊疗服务。 

有专职人员负责仪器、设备、设施、信息系统的定期检

测、登记、维护、改造、升级，符合远程医疗相关卫生信息

标准和信息安全的规定，保障远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硬件

和软件）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满足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

务的需要。 

（三）设备设施基本条件。 

1.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应当满足图像、声音、文字以及诊



疗所需其他医疗信息的安全、实时传输，图像清晰，数据准

确，符合《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技术指南》，满足临床诊疗

要求。 

2.重要设备和网络应当有不间断电源。 

3.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应当至少有 2 家网络供应商提供的

网络，保障远程医疗服务信息传输通畅。有条件的可以建设

远程医疗专网。 

三、远程医疗服务流程及有关要求 

（一）签订合作协议。医疗机构间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平

台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要签订远程医疗合作协议，约定合

作目的、合作条件、合作内容、远程医疗流程、各方责任权

利义务、医疗损害风险和责任分担等事项。合作协议可以以

电子文件形式签订。 

（二）知情同意。邀请方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和意愿组

织远程医疗服务，并向患者说明远程医疗服务内容、费用等

情况，征得患者书面同意，签署远程医疗服务知情同意书。

不宜向患者说明病情的，应当征得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书面

同意。 

（三）远程会诊。医疗机构之间通过远程进行会诊，受

邀方提供诊断治疗意见，邀请方明确诊断治疗方案。 

1.发出邀请。邀请方需要与受邀方通过远程医疗服务开

展个案病例讨论的，需向受邀方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提出

邀请，邀请至少应当包括邀请事由、目的、时间安排、患者



相关病历摘要及拟邀请医师的专业和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等。

医疗联合体内可以协商建立稳定的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

诊断、远程病理诊断等机制，加强上级医院对基层医疗机构

的技术支持。 

2.接受邀请。受邀方接到邀请方或第三方平台发出的远

程医疗服务邀请后，要及时作出是否接受邀请的决定。接受

邀请的，须告知邀请方，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不接受邀请

的，及时告知邀请方并说明理由。第三方平台参与匹配的，

还要同时将是否接受邀请告知第三方平台运营方。 

3.实施服务。受邀方应当认真负责地安排具备相应资质

和技术能力的医务人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的

要求，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及时将诊疗意见告知邀请方，并

出具由相关医师签名的诊疗意见报告。邀请方根据患者临床

资料，参考受邀方的诊疗意见，决定诊断与治疗方案。 

（四）远程诊断。邀请方和受邀方建立对口支援或者形

成医疗联合体等合作关系，由邀请方实施医学影像、病理、

心电、超声等辅助检查，由受邀的上级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具体流程由邀请方和受邀方通过协议明确。 

（五）妥善保存资料。邀请方和受邀方要按照病历书写

及保管有关规定共同完成病历资料，原件由邀请方和受邀方

分别归档保存。远程医疗服务相关文书可通过传真、扫描文

件及电子签名的电子文件等方式发送。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

咨询服务后，应当记录咨询信息。 



四、管理要求 

（一）机构管理。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按

照以下要求开展工作： 

1.制定并落实管理规章制度，执行国家发布或者认可的

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建立应急预案，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2.设置专门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部门或配备专职人员，

负责远程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①对规章制度、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 

②对医疗质量、器械和设备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 

③对重点环节和影响医疗质量与安全的高危因素进行

监测、分析和反馈，提出预防与控制措施； 

④对病历书写、资料保存进行指导和检查等。 

3.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

经验。 

4.参与远程医疗运行各方应当加强信息安全和患者隐私

保护，防止违法传输、修改，防止数据丢失，建立数据安全

管理规程，确保网络安全、操作安全、数据安全、隐私安全。 

5.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发展远程医疗服务的，要通过协议

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落实财务管理各项制度。 

（二）人员管理。 

1.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并落实远程医疗服务相关医务人员

的培训计划，使其具备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建立对



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更新、专业技能维持与培养等管理的相

关制度和记录。落实相关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 

2.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远程医疗服务时应当遵守医疗护

理常规和诊疗规范。 

（三）质量管理。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按

照以下要求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工作： 

1.按照国家发布或认可的诊疗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有关

要求，建立并实施医疗质量管理体系，遵守相关技术规范和

标准，实行患者实名制管理，持续改进医疗质量。 

2.积极参与省级以上远程医疗服务质控中心组织的医疗

质量管理与控制相关工作，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质控中

心的业务指导与监管。 

3.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督促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日常

管理工作，并对本机构远程医疗服务行为进行定期巡视。 

4.信息技术专业人员做好远程医疗设备的日常维护，保

证其正常运转。 

5.受邀方参与远程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应当具有应急处

理能力。 

6.提供医学检查检验等服务的远程医疗服务中心，应当

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相应的规范开

展工作。 

7.建立良好的医患沟通机制，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维

护患者合法权益。 



8.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要求，规范使用和管理医疗设备、

医疗耗材、消毒药械和医疗用品等。 

五、加强监管 

（一）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内医

疗机构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监督管理，将远程医疗服务纳入

当地医疗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远程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 

（二）在远程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医疗争议时，患者向

邀请方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出处理申请。远程会诊由

邀请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远程诊断由邀请方和受邀方共同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发

生争议时，由邀请方、受邀方、第三方机构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各方达成的协议进行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过程中，

有违反《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和《护士条例》等法律、法规行为的，由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