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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W*-与移动医疗的起源、现状及前景

@张学军

张学军教授，医学博士、二级教授、主任医师，皮肤病学教育部重点实验窒主

任、安徽医科大学疑难重症皮肤病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兼任复旦大学皮肤病研究

所所长、国际皮肤科学会联盟常务理事、亚洲皮肤科学会主席、中国遗传学会常务

理事、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美国皮肤科学会国际名誉会员、

国际红斑狼疮遗传研究联盟名誉会员。J Invest Dermatol副主编，PLoS One，Bri J

Dermatol，J Dermatol Sci，Ann Dermato编委。长期致力于寻找疾病基因和发病机

制研究，发表SCI论文260篇(通讯作者170篇)，影响因子1 450分。主持国家

863计划和97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重大合作项I=1和面

上项目12项，主编著作30余部。获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等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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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远程医学定义是“在远程状态下，医学服务人员利用信

息通讯技术传递医学服务以及诊断、预防、治疗、研究、评估及继续教育的信息，以

提高个体及社区健康水平”。“远程医学”一词出现于1977年左右，强调的是“tel—

e”，即“远程通讯”。我国的远程医疗开始相对较晚，目前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发

展迅速。1986年广州远洋航运公司通过电报对船员疾病实施了跨海诊断，开启了

我国远程医学的尝试阶段；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中，远程医疗会诊在

伤员救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远程医疗在世界各国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美国

的远程医疗网络——乔治亚州教育医疗系统(GSAMS)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范

围最广的远程教育和医疗网络。卫生部医政司于201 1年初下发的《远程医疗服务

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印发的《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等是针对远程医学活动而制定颁布的法

律法规性文件。远程医学可用于几乎所有医学专科，更适合于远程放射学、远程病

理学和远程皮肤病学等学科。此外，远程医疗还有应用于远程医疗教学和培训等

方面。我国远程医疗的发展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认识不足、投入不够等问题。

需要加强区域间的医疗协同、加大医院间的帮带力度、不断填补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等措施来应对。远程医学事业还是一个公益事业，有着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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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远程与移动医疗模式的现状及前景

@崔勇，刘洁，谢凤英

崔勇，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病与性

病科主任、科研处处长、疑难重症皮肤病协同创新中心(安徽省)主任助理。曾任中

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全国委员和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华医学会皮肤

性病学会皮肤病数字化诊断亚学组组长、实验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

师分会全国委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皮肤病与皮肤美容分会常委兼秘书长等。《中

华皮肤科杂志》等国内多家杂志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遗传性皮肤病(特别是系统

性红斑狼疮和遗传性角化性皮肤病)与数字皮肤病学(包括皮肤数码摄影、皮肤镜、皮肤CT和远程皮肤病学)。

发表SCI论文70余篇。在国内较早开展数字皮肤病学研究，首次提出“数字皮肤病学”概念，作为主要完成人

实施安徽省皮肤病云医院项目。参编或编译著8部，承担并完成国家、省级科研项目8项。

[内容简介] 远程医学可用于几乎所有医学专科，但某些以视觉特征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专科更适

合于利用远程医学，如远程放射学、远程病理学和远程皮肤病学。皮肤病学是一门形

态学的临床二级学科，是以视觉特征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专科，较适合于利用远程医

学。目前，远程皮肤病学的应用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存储一发送”模式的优点在于

设备要求和维护费用均较低，缺点在于双方不在同一时点，无法对信息进行有效实时

沟通，可能造成多次信息传递要求，较不适用于紧急状况。“实时”模式的优点在于

信息丰度大，允许双向即时沟通，能较快得出咨询结果，缺点在于设备要求和维护费

用较高，对参与双方有时间要求，较不适用于开展国际远程事务。在未来，远程皮肤

病学将应用于医疗机构以外的地域，使得居住在沙漠或草原地区的患者易于得到高

质量的医学信息。远程皮肤病学的系统评估和统一标准体系等问题将成为远程皮肤

病学下一步的研究热点。

远程医疗的管理与分级体系建设原则

@产嚏秀

卢清君教授，副研究员，中日友好医院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国家卫生计生委远

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远程医疗与信息技术分

会筹备组秘书长。主要负责远程医疗管理和培训及医学运行体系建设工作，开展

远程医疗管理中的政策研究、远程医疗质量管理研究、远程医疗运行模式研究及

信息技术集成研究。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研课题7项。发表论

文45篇，参编专著3部。

[内容简介] 远程医疗虽然在医疗中的应用价值得到了共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在

加快。远程医疗是现行医疗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远程医疗体系建

设中，必须要遵循行业管理的规程，符合医学科学的基本规律，建立合理的

商业机制，才有可能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顺应时代发展的进程。文中从国

家医疗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出发，深度解读国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分级

诊疗政策，阐述远程医疗分级体系的建设原则，以期远程医疗成为提升基层

整体医疗水平的新模式。远程医疗作为一种新技术，必然会给传统医疗带

来更高更新的提升。医疗是一个公益性很强的行业，需要从业者放弃逐利

目的、破除逐利机制，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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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与远程医疗

@王昌元

王昌元，北京天鸿端网云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台湾中央大学资讯工程学系学

士，农委会Client—Server应用架构专案负责人；美国罗伦斯大学资讯管理硕士，台

湾微软股份有限公司软体工程师，台湾IBM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器产品经理，台湾

戴尔股份有限公司亚太区云端产品协理，台湾EMC股份有限公司大数据解决方

案协理，台湾SAP软体股份有限公司商业智能资深协理。长期从事工程软件开

发和销售、云端运算的建置、大数据分析、商务智能与机器学习平台建置等。

[内容简介] 随着大数据越来越高的曝光率，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而且深入到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的决策中。所谓大数据(Big data)指的

是所涉及的数据量之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人工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达到

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人类所能解读形式的信息。远程医疗泛指

应用远程移动通讯技术交换医学信息，以达到诊断、咨询、治疗和教学目

的。存放于远程医疗平台里面的大数据透过分析与机器学习，可以从中

挖掘出更多有用的资料提供给专家，进而达成医疗大数据共享的目的，届

时远程医疗将会跨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皮肤病移动医疗APP的现状与未来

@孔祥军

孑L祥军，甘乐(上海)医疗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法人代表、董事长兼CEO。

历任烟台海港医院外科住院医师和南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8年

从医经历，在国内首先对桥本氏甲状腺炎、睾丸破裂、坐骨结节滑囊炎、精索囊肿、

孕妇甲状腺的超声诊断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5篇。现主要从事

皮肤领域的移动医疗研究工作。

[内容简介] 目前中国移动医疗市场已经进入探索期的尾声阶段，即

将进入启动期。而关于移动医疗的APP已达到数千个，并且每年仍有大

量的APP上线。在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中，皮肤科因其学科的特殊性而

具发展的先天优势。美国远程皮肤病学市场已经建立，而且仍然处于发

展阶段。Iagnosis和随叫随到皮肤科医师(Dermatologists on Call)是该市

场的两个主要公司，均由Mark Seraly创立。国内专注于皮肤领域的手机

软件有皮大夫、紫色医疗、蜜肤、优麦医生等，除在线咨询外，它们基本都

开通了微信公众号用来推送医疗信息。纵观国内移动医疗领域的发展，

仍存在包括安全监管、盈利模式、核心医疗服务、信息沟通等问题。随着

“互联网+”的推出，不久的将来，医生可能在为患者开具处方药物的同

时还向患者推荐使用相关的应用程序，期待中⋯⋯

b-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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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PP的皮肤科医生沟通新渠道

@常江

常江，医学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在读，复旦大学MBA专业毕业，香

港大学传播学硕士。创建并担任朗生医药(HK0503)皮肤事业部总经理职务7

年，深谙中国皮肤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市场发展情况。于2015年创建上海麦色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优麦医生APP”主要针对皮肤医生间的学习交流、行

业资讯、患者管理等需求。

[内容简介] 人类历史上遇见两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是大航海时代把

孤立的大陆、人种、物种融合起来，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一个是互联网时代把

孤立的不同个体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个体和全世界联系起来，塑造着瞬息万

变的未来。如今互联网正进入产业重构、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将2014年

誉为“移动互联时代元年”。着眼于皮肤领域移动APP，并紧扣市场特点，

围绕医生的价值圈及医生个人品牌，利用移动APP重新构建其沟通模式，

同时充分利用好会议功能，并通过患者管理实现医生与患者的沟通，通过同

道交流协作平台实现医生与医生之间的沟通，让医生通过APP实现其沟通

全方位覆盖，能够充分利用其工作时间及其他碎片时间，实现服务半径的延

展，也能实现微信是生活、皮肤APP是工作的新局面。

皮肤影像技术概况、应用现状及前景

@何黎

何黎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昆明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私医疗美容科主任，云南省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创新培育团队带头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全国痤疮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全国光医学及皮肤屏障研究中心、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诊断机构、云南省协

同创新中心等组织的负责人，云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领军人才。亚

太皮肤屏障研究会副主席，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委及皮肤美容学组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常委及皮肤美容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皮肤科分会常委及光医学、皮肤屏障学组组长，云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9个

国内期刊主编及编委。长期致力于损容性皮肤病、皮肤美容研究，研发出薇诺娜系列医学护肤品。获

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参编著作15部，申请专利5项，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内容简介] 皮肤影像技术是以激光、超声和电磁波为基础等多种影像技术的总称，主要包括皮

肤镜、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皮肤CT)、皮肤高频超声(皮肤B超)、皮肤光学相

干层析成像(OCT)、皮肤太赫兹成像、皮肤光声成像和多光子激光断层成像技术

(多光子CT)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皮损进行在体、无创、实时、动态观察，有助

于疾病诊断和病情评估；呈现的是二维或者三维图像，相对直观，便于I临床医生掌

握。部分技术存在穿透深度和分辨率不足等缺陷。皮肤影像技术在色素、非色素

性皮损及相关肿瘤诊断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制定了若干疾病较为公认的诊断标

准。皮肤镜技术应用最广泛，皮肤CT在大型医院和专科医院应用较广，皮肤B超

和多光子CT在今后皮肤影像技术应用中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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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摄影及其在远程医疗中的应用

◎李政霄，马慧群

马慧群教授，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期刊社社长，《中国皮肤性

病学杂志》《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学》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中华医学会皮肤

性病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全国委员；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

国女医师协会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传播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中西医结

合学会皮肤分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委；陕西省编辑学

会常务理事等。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陕西省科技攻关项目多项，

获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多项及第2届陕西省科技期刊优秀主编奖等。发表学术论

文75篇。编(译)专著12部。

『内容简介] 远程医学特别适用于以视觉特征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专科～皮肤病学。远
程皮肤病学中的摄影技术、技巧和标准术语的发展，将使优化的皮肤摄影图

片广泛应用于远程诊断、计算机辅助诊断、病人分流、色痣监测、文件储存管

理和护理配合等方面。因此皮肤摄影图片的质量是否能客观、准确、全面地

记录相关信息，在皮肤病远程医疗中起到具足轻重的作用。迄今为止，国际

上仍没有确定基于照相机的数字摄影图片技术规范和标准。这些标准的缺

失严重阻碍了皮肤影像图片通过系统的整合应用于临床文本记录、诊断和

临床实践。另外，肉眼视诊所得到的视觉信息往往无法全部为数码信息准

确反映，且临床医师不能做一些临床检查，使得远程皮肤病学无法完全替代

传统的皮肤病诊断模式，不是所有皮肤疾病都适用于远程医疗。

皮肤镜图像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

@谢凤英，刘洁，崔勇，姜志国

谢凤英教授，博士学位，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中国体视学

学会理事、中国图像图形学会医学影像专业委员会委员。一直从事图像处理及模

式识别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生物医学图像处理、图像质量评价、

图像分割等。主持多项国家自然基金、863项目。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

SCI检索9篇、EI检索10篇。出版著作5部。

『内容简介] 皮肤癌的最有效治疗方法是早期诊断加积极有效切除

原发灶，对预后和降低死亡率起决定性作用。然而，依

靠肉眼对皮肤肿瘤进行诊断，主观性大，即使训练有素的专家其诊断也存在

较大的差异。皮肤镜图像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

径，其可以对病变组织自动提取、智能识别，具有定量测量和分析的功能，使

诊断更加精确、客观。通过对皮肤镜图像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的研究现状

进行综述，并对皮肤镜图像分析中所涉及的图像质量评价、预处理去噪、皮

损分割、特征提取和分类-／R31】等技术进行总结，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皮肤镜

图像处理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皮肤镜图像的检索、皮肤镜图像质量评价及

质量标准的制定、图像自适应分割、新的图像分析方法在皮肤镜中的应用等

方面。皮肤镜图像分析技术还存在很多难点，将新的图像处理方法引入皮

肤镜图像分析，将会推进皮肤镜图像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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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镜及其在远程医疗中的应用

@舒畅，刘洁，孙秋宁，晋红中

孙秋宁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学皮肤美容中心主任。中华医学

会整形分会皮肤美容分会、中国整形学会创伤与微整形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皮

肤病分会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病分会全国委员，多家学术

期刊的编委。从事皮肤病、皮肤美容的咨询、治疗的医疗、科研、教学工作，对自身

免疫及感染性皮肤病、皮肤镜在皮肤病诊断、美容相关性皮肤病方面有较深入研

究。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承担各项科研基金十余项。

[内容简介] 远程医学系统是指通过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为特定人群提供医学服务的平

台。皮肤病学是最适宜进行远程医疗的学科。皮肤镜的应用为皮肤病诊

断学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又因其“简、便、廉、验”的特点，对远程

皮肤病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皮肤镜的经典适应症是色素性皮损

的诊断，尤其是黑素瘤的早期诊断方面。远程皮肤镜诊断准确率在不同

研究差异较大，但其与面诊的结果一致性尚可。远程皮肤镜对于社区或

全科医师首诊的皮肤病损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对于黑素瘤等皮肤恶性肿

瘤高发地区，其用于疑难皮损或者黑素瘤的排除诊断有一定风险。患者

应用远程皮肤镜进行皮损自查是否可以推行也备受争议。在欧美地区，

远程皮肤镜的应用已迅速发展并接受了医师、患者以及医疗服务提供商

的实践检验；而在亚洲地区，其发展还有较大潜力。远程皮肤镜诊断的质

量高度依赖从业人员的训练水平和临床经验。对于远程皮肤镜的严格监

管和行业准入也是未来卫生行政管理方面需要完善的。

皮肤镜的数字化评估及其应用

@陈奇，Andreas Mayer

陈奇，新加坡泰瑞恒德有限公司CEO，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新加坡

国立大学医院外科研究员。曾在上海瑞金医院外科工作，目前主要从事远程医

疗、远程慢病管理平台和皮肤镜及远程皮肤疾病智能化诊断平台的开发。

[内容简介] 现代的皮肤镜是融合了光学检测技术、数字化成像摄像

技术、电脑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于一体，对全身

皮肤进行系统化、标准化宏观扫描，对皮损部位实施皮

下和真皮浅层附属器官组织的微观结构检查，并将皮肤镜微观结构用静

态图像和动态画面记录下来，把相关的微观皮肤镜图像标记在全身扫描

图像上，使全身扫描图像和标记的靶部位的皮肤镜微观结构图像并存于

电脑界面，以方便临床医生对全身皮损病情状况的跟踪随访和对局部靶

皮损皮肤镜下微观结构形态的跟踪、检索、比对，为皮肤病诊断、疗效观测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客观依据，也为实现皮肤科远程会诊和将来的智能化

诊断提供了工具和基础。概述了皮肤镜全身扫描成像系统对银屑病和白

癜风、皮肤色素痣、毛发生长状况、医学美容整形的数字化评估。认为皮

肤镜、码成像分析评估技术仍处于不断发展中，中国皮肤科专家将在可预

见的未来对皮肤智能诊断、皮肤远程诊疗和数码皮肤病学的发展起巨大
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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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皮肤镜
De rm L iTe@ 早期皮肤病变探测者

美国De rm l ite系列皮肤镜是全世界应用最广泛、取，jZ、

技术最先进的皮肤镜，该产品融合了公司多项专利

技术，使得临床医生对皮肤病变的早期诊断变得更加

简单、轻松和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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