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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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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站建设与运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健康站的术语、定义、建设要求和运营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温州市智慧健康站的建设与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慧健康站 smart health station

建立村居（社区），面向居民的社区健康服务智慧平台，是健康管理的载体之一。通过智能化设备、

运用数字化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自助健康管理、便民健康和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等服务。

4 总体规则

科学布局、合理设置；分类建设、分档管理；创新增效、数字赋能。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推进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打造“好用、能用、实用”可持续基层健康应用，包括智慧监测服务、智慧

医疗服务、智慧健康服务等功能，满足居民实际健康需求。

5 建设要求

5.1 分档建设

根据区位条件、人口分布规模及特点、功能定位、设置要求、人员配备、设备配备、服务内容、诊

疗设备等情况，结合居民健康需求、村社健康服务供给和管理实际情况，分A、B、C三档建设。智慧健

康站分档建设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5.2 选址要求

智慧健康站选址应结合现有健康管理和居民集中活动场所建设。一个村（社区）原则上设置一家智

慧健康站。

5.3 命名标识

5.3.1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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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站冠名格式为“所在街镇名+村（社区）名+识别名(可选)+智慧健康站”，可增加识别名。

5.3.2 卫生标准要求

智慧健康站建设应符合国家、省相关卫生标准，整体环境体现整洁、有序、适老、温馨、智慧等要

求，服务标识规范、醒目。室内外环境整洁卫生、房间通风良好，美观舒适温馨。

5.3.3 标识

智慧健康站原则上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全市统一的标识，应在室外设置醒目的标志，在市内放置与智

慧健康站服务功能相关的必要指引。智慧健康站的标识设计可参考附录B。

5.4 功能定位

以重点人群、慢性病为主，提供就近的自助健康管理、便民健康和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等服务。

5.5 设置要求

业务用房面积15㎡以上。其中B档智慧健康站业务用房面积50㎡以上，A档智慧健康站业务用房面积

80㎡以上。

5.6 设备配备

5.6.1 数字化设备

包括门禁设备、一键按钮报警器、监控、健康自测一体机、云诊室设备（医生视讯终端）、根据实

际情况酌情配备便民取药柜、眼底镜等适宜设备。

5.6.2 配置基本网络设备，接入专用网络（卫生专网等）

可运行智慧健康站入口界面，提供远程医疗、预约挂号、随访签约、档案查询等功能。

5.7 服务内容

5.7.1 提供自助健康管理。包括身高、体重、体质指数（BMI）、血压、体温等自助健康检测服务。

5.7.2 提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调阅服务。包括健康档案开放查询服务、居民自助查询健康档案服务、

体检报告单和健康评估结果等打印服务。

5.7.3 提供两慢病远程医疗服务。包括两慢病复诊云诊室远程医疗服务、两慢病复诊便民取药服务、

两慢病远程随访和数据监测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和中医药体质辨识远程指导服务、电子健康档案远程

建档与更新服务、远程健康教育、健康指导服务和家庭医生远程签约服务。

6 运营要求

6.1 人员管理

A档智慧健康站需至少配备2名医护人员（医生1人、护士1人）；B档智慧健康站至少配备1名医生进

行定时、定点服务；C档智慧健康站可不固定人员，但需配备1名经过培训合格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人（可

由家庭医生团队或临床医护人员担任，也可由村居（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社会工作

者）。

6.2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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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健康站建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时间原则上每周不少于五天，智慧健康站建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外的，开放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两天，家庭医生团队要定时间、定地点、定团队的“三定”巡回服务。

为了避免急诊患者进入智慧健康站就诊，建议开放时间为8:30-19:00（可根据运营单位上班冬令时、夏

令时做调整，但需做好公示）。

6.3 服务流程

图 1 智慧健康站服务流程图

6.3.1 识别进站：居民可通过身份证、医保卡或刷脸在门禁处进行信息识别，成功后进入智慧健康站。

6.3.2 站内提醒：居民可通过语音提示或者通过指引牌了解服务内容和流程，并进行操作。

6.3.3 健康服务。居民根据自我需求进行操作，具体项目包括并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6.3.3.1 健康监测。可自助测量血压、测量身高体重等；

6.3.3.2 诊疗服务。针对慢病复诊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符合依法执业、医保管理等有关要求；

a) 呼叫医生：在规定时间内，患者完成身份识别（身份证、市民卡、人脸、电子健康卡、医保

电子凭证等均可）后，点击呼叫医生，向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对口医疗

卫生机构医生发出远程视讯呼叫邀请。

b) 医生接诊：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对口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生端接受智慧健

康站发来的视讯请求和患者身份信息，并与患者成功建立视讯连接。

c) 视频互动：医生问诊并指导患者使用血压计等设备。

d) 开药结算：医生在医疗机构内完成开药、费用结算等操作，处方等信息返回至智慧健康站便

民取药柜或第三方配送机构。

6.3.3.3 预约挂号。包括上级医院预约挂号服务；

6.3.3.4 报告打印。包括体检报告等打印服务；

6.3.3.5 健康查询。包括个人健康档案查询、诊疗记录查询等服务；

6.3.3.6 智慧家医。可线上开展智慧健康站内慢病线上随访、线上签约等服务。

6.3.4 完成服务，关门离开智慧健康站。站内自动播放提醒语音或指引牌引导，患者取出市民卡（或

点击退出登录按钮）离开接诊平台。

6.4 智能与适老服务

智慧健康站内配置的设备应实现智能化身份识别（身份证、社保卡、人脸、电子健康卡、医保电子

凭证），支持多种自费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等），可拓展支持医保支付，支持数据自动采集，支持

自测数据自动上传，设备应准确测量相关健康指标。同时强化适老服务，具有语音提示或指引牌引导功

能。医疗设备应具备相应的医疗设备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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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信息化管理

建立市、县智慧健康站监管平台管理系统，确保数据可获取、可利用、可共享。

6.6 网络策略

完成接入卫生专网及统一管理后台网段，确认智慧健康站终端设备接入内外网IP，配套系统应有必

要的信息保密及安全措施，满足GB/T 20269要求。

7 保障管理

7.1 驻场运维要求

智慧健康站设备投放初期、智慧健康站设备发生严重故障期间、重要接待保障期间等情形采取驻场

运维方式，确保智慧健康站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

7.2 非驻场运维要求

7.2.1 非驻场运维期间，采取常态化运维方式。

7.2.2 用户操作智慧健康站设备时，发生使用障碍或故障，用户反应现场情况。

7.2.3 热线客户人员接收并记录用户报障或投诉，完成登记后提交，报障或投诉信息生成工单。

7.2.4 后台运维人员收到工单提示，采取远程分析处理，与用户沟通，后台日志分析等一系列处置措

施定位故障原因。如初步判断是硬件故障，则联系负责硬件运维的厂商进行处置。

7.2.5 根据运维所需时间的经验判断，半个小时以内可以解决的及时处理，做好台账登记。远程处置

需要 4 小时方可以解决的要及时向运维管理方报告情况，由运维管理方视严重情形向政府侧相关方报告

情况。如果 4 小时内远程不能解决的，则需要运维人员到现场配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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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A

附 录 A

（规范性）

智慧健康站站点分类

智慧健康站站点分类见表A.1。

表 A.1 智慧健康站站点分类

站点分类 A档智慧健康站 B档智慧健康站 C档智慧健康站

设置要求
选址

位于未来社区、未来

乡村的政府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优先设置于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面积 80㎡以上 50㎡以上 15㎡以上

功能定位

自助健康服务 提供 提供 提供

便民服务 提供 提供 提供

基本医疗
慢性病常见病诊疗、

中医适宜技术等

慢性病常见病诊疗、

双向转诊等

健康监测

慢性病远程复诊

基本公共卫生
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

健康管理

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

健康管理

重点人群和重点疾病

远程随访

家庭医生签约 提供 提供 远程提供

智能化要求

接入卫生专网 接入 接入 接入

运行智慧健康站入口

界面，链接远程、签

约等系统

达标 达标 达标

接入市、县级智慧健

康站监管平台
接入 接入 接入

接入区域HIS，实现功

能流程
达标 达标 不作要求

智能化设备

门禁设备 配备 配备 配备

监控 配备 配备 配备

一键按钮报警器 配备 配备 配备

便民取药柜 配备 酌情配备 酌情配备

眼底镜 配备 酌情配备 酌情配备

健康自测一体机 配备 配备 配备

云诊室设备（含医生

视讯终端）
配备 配备 配备

协同系统

一级数据共享平台 调阅 调阅 调阅

健康档案系统 调阅、接入 调阅、接入 调阅

5G云诊疗系统 配备 配备 配备

公共卫生服务平台 调阅 调阅 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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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B

（资料性）

智慧健康站标识

B.1 智慧健康站标识图

智慧健康站标识见图B.1、图B.2、图B.3、图B.4。

图B.1标识彩色图案

图 B.2 标识黑白图案

图B.3门头牌（参考），可结合实际情况酌情修改，但必须县（市、区）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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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4标识色谱

B.2 标识诠释

智护健康服务温州。标志以“温馨房屋”“E”“Wz”、数字方块矩阵形态为主创元素组合演而成。

充分体现温州地域特色和智慧健康站形象特征。突出智慧健康站提供以老年人慢性病为主的基本医疗、

全周期健康管理和可及性便民服务等三方面服务的特点。展现“智护健康、服务温州”的理念。

B.3 标识标准色

标识标准色为绿黄渐变及蓝色，分别象征健康快乐、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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