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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 海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文件              
  

 

沪经信基„2020‟1146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卫生健康委关于组织开展 
上海市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5G网络等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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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和信息化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5G+医疗

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通信函（2020）

270号）等有关要求，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卫生健康委决定联合

组织开展上海市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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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目标 

充分发挥5G技术的特点优势，着眼丰富5G技术在医疗健康行

业的用场景，征集并遴选一批骨干单位协同攻关、揭榜挂帅，重

点形成一批技术先进、性能优越、效果明显的5G+医疗健康标志

性应用，为5G+医疗健康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和方向，培育上海市

5G智慧医疗健康创新发展的主力军。 

二、试点内容 

围绕急诊救治(应急救援)、远程诊断、远程治疗（智能治疗）、

远程监护、中医诊疗、医院管理、智能疾控、健康管理、远程查

房和移动医护等十大重点方向（详见附件1），鼓励各单位创新

5G应用场景，通过建设试点项目，推动运用5G技术改造提升卫生

健康网络基础设施，开展智慧医疗健康设备和应用创新，培育可

复制、可推广的5G智慧医疗健康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资格。项目申报单位必须是上海市依法设立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为进一步集中资源、聚焦重点，各

单位仅可牵头申报1个项目，每个项目仅可选择1个试点方向。 

（二）申报团队。项目须以联合体方式申报，联合体采取产

学研用医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医疗卫生机构、电信运营企业、设

备制造企业、软件企业、医疗器械企业等共同参与，牵头单位为

1家，联合单位不超过8家。牵头单位负责应用试点项目内部管理

和实施，参加单位按照分工配合完成试点项目任务，并提供有效

支撑。 

四、组织与管理 

（一）试点项目入围遴选。遴选方式包括形式审查和专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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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综合考虑各申报单位的实施方案、项目效益及项目团队情况

等因素，择优确定并公布入围试点项目名单。 

（二）试点项目实施与管理。入围单位按照申报书要求组织

实施试点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期间，将组织行业

专家开展阶段性评估工作，为申报单位完成国家试点项目任务创

造良好条件。 

（三）试点项目验收评价。申报单位完成试点项目任务后， 可

申请验收评价。验收评价工作基于试点项目任务和预期目标， 结

合产业发展实际进行评价，适时公布验收结果，择优发布优秀试点

项目（每个重点方向优秀试点项目原则上不超过入围项目的30%）。 

五、有关事宜 

（一）试点工作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

由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汇

总、评审与申报管理工作。 

（二）采取多种方式对上海市优秀试点项目给予支持，并加

强宣传推广，为申报单位完成试点项目任务创造良好条件。 

（三）各申报单位须将申报材料（一式六份，模板详见附件

2）和电子版（光盘）报送至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

海）有限公司，申报材料需用A4纸双面打印，简易装订成册，同

时须进行线上系统申报。 

集中受理截止时间：2021年1月15日-2021年1月19日（9：

00-17：00），逾期不予受理。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766号 

收件人：刘娜 13024102873 

线上系统申报时间：2021年1月15日-2021年1月19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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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地址： 

https://hrp.3incloud.com/signup/shanghai_five_g 

（四）申报材料集中受理完成后，将于2021年3月组织评审

专家组对申报材料开展初审，并在2021年3-4月对入围项目名单

进行公示。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市经济信息化委 信息基础设施管理处 

联 系 人：贾丽昆 

联系电话：021-23170721 

2.市卫生健康委 办公室（信息处） 

联 系 人：唐怡雯 

联系电话：021-23117727 

3.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上海）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娜    13024102873 

刘迪    18861828866 

刘硕鹏  18701867242 

 

附件：1.上海市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建议方向 

2.上海市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书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年12月29日 

https://hrp.3incloud.com/signup/shanghai_five_g


 — 5 — 

附件 1 

上海市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建议方向 
 

（一）5G+急诊救治（应急救援）。在急救人员、救护车、应急

指挥中心、医院之间构建5G 应急救援网络，在救护车接到患者的第

一时间， 将病患体征以及病情等大量生命信息数据实时回传到后

台指挥中心，帮助院内医生做出正确指导并提前制定抢救方案的

医疗急救服务，实现患者“上车即入院”的愿景。结合无人机、

救护机器人等无人系统，针对灾区、战场等复杂环境提供应急救

援指导、伤员应急救援定位、远程急救等服务。 

（二）5G+远程诊断。依托 5G 网络并积极运用 VR/AR、全息、

3D 打印等技术，支持超高清远程多学科会诊（MDT）、远程影像诊

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超声诊断、远程手术指导、医学教育培

训等远程诊断应用，实现 4K/8K 远程超高清会诊以及医学影像、

超声、心电等信息的高速传输与共享，并支持电子病历在线融合。 

（三）5G+远程治疗（智能治疗）。借助 5G 网络低时延、高

可靠等特性， 结合医疗机器人、传感器、人工智能、云计算、

态势感知、趋势预判等技术，支持医生开展远程手术、远程放疗

等诊疗服务，有效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 

（四）5G+远程监护。借助 5G 网络支持各种医疗设备在医

疗监护过程中对患者生命体征实时、连续和长时间监测，持续上

报患者位臵和生命体征信息（包括心电、呼吸和血氧等生理信

号），并能够将危急报警信息上报给医护人员。 



 — 6 — 

（五）5G+中医诊疗。支持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医疗、康 复、

护理等智能服务，采集、存储和管理慢性病或老年人体征和行为

监测、健康档案、中医养生保健等数据，推动中医特色诊疗服务

智能化发展。 

（六）5G+医院管理。支持构建院内 5G 医疗物联网，将医院

海量医疗设备和非医疗类资产有机连接，能够实现医疗设备状态

监测、医院资产管理、院内急救调度、医务人员管理、门禁安防

等服务，提升医院管理效率和患者就医体验。 

（七）5G+智能疾控。结合 5G 网络和全国传染病防控哨点， 支

持各地传染病监测、筛查、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溯、疫苗

配送管理等，可及时掌握和动态分析重点人群疾病发生趋势及传

染病疫情信息，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 

（八）5G+健康管理。结合 5G 网络和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人

工智能等技术，针对慢性病、孕产妇、老年人、职业病患者、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构建居民个人健康画像，开展疾病危险

因素监测和健康管理服务。 

（九）5G+远程查房。借助 5G 低时延、大带宽和高连接的特

性，在传统视频通信基础上融合图像识别技术与跟踪定位技术，

通过多线程连接，最大程度提高工作中的远程查房指导、教学等

环节的效率。 

（十）5G+移动医护。通过5G 网络可以实现影像数据和体征

数据的移动化采集和高速传输，将医生和护士的诊疗护理服务延

伸至患者床边，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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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方向：                     

申报单位：    （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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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申报单位应仔细阅读《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5G+医疗健康应

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说明，如实、详细地填写每

一部分内容。 

二、申报材料要求盖章处，均须加盖公章，复印无效，并加盖

骑缝章。 

三、申报书打印要求：正反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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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单位和申报项目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三证合一码 
 

申报单位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项目负责人  职务/职称  

联系人 

姓名  电话  

职务  手机  

传真  E-mail  

联合申报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三证合一码 

   

   

   

   

   

   

   

   

申报试点 

项目方向 

□方向 1：5G+应急救治(应急救援) 
□方向 2：5G+远程诊断 
□方向 3：5G+远程治疗（智能治疗） 
□方向 4：5G+远程监护 
□方向 5：5G+中医诊疗 

□方向 6：5G+医院管理 
□方向 7：5G+智能疾控 
□方向 8：5G+健康管理 
□方向9： 5G+远程查房 
□方向10：5G+移动医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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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简介 

（发展历程、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资源整合共享能力、技术成果转化能力等方

面基本情况，不超过 400 字） 

联合申报的企业

或机构简介 

（重点突出联合申报企业或机构在申报方向的特色、优势等，不超过 1000 字） 

真实性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字（章）：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标*部分，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见附件 1)。 

2.若联合申报的企业或机构为多家，则需将每家单位简介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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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项目建设方案 

（一）项目实施方案 

1.项目目标和必要性 

（项目目标、项目背景和必要性等。） 

2.项目建设内容 

（总体技术方案、5G 组网方案、关键软件和设备研发方案、

应用平台研发方案等。） 

3.已有工作基础 

（已部署5G网络应用平台和设备情况，已开展相应业务情况等。） 

4.组织方式与管理机制 

（项目组织方式和机制，创新人才队伍凝聚和培养方案，技

术、模式、政策等风险分析及对策，时间进度安排等。） 

（二）项目效益分析 

1.项目实施的创新性 

（模式创新，包括形成的相关服务和管理规范等；知识产权，

包括形成的标准、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2.项目的可推广性 

（试点意义及推广价值，如解决了哪些行业共性问题；推广

可行性，如试点推广的技术、资源难度等；推广范围，如可在多

少医疗卫生机构推广等。） 

（三）项目团队基本情况 

1.项目牵头单位资质与能力 

（牵头单位资质，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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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如医疗卫生资源数、服务人

数、产业链合作等；已有基础和技术水平，如专利、标准、软件

著作权等；项目负责人资质及工作经验；项目团队承担国家相关

项目情况等。） 

2.产学研用联合协作情况 

（产学研用情况，如参与单位工作基础、支撑能力等；协同

创新能力，如团队成员项目合作、联合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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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申报单位相关证明材料 

 

一、申报单位相关荣誉证明材料； 

（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中心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申报单位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证明材料； 

（医疗卫生资源数、服务人数等证明材料，与电信运营企业、

设备制造企业、软件企业、医疗器械企业等产业链合作证明材料） 

 

三、已有基础和技术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 

（已有基础、技术水平等，如专利、标准、软件著作权等方

面的证明） 

 

四、牵头单位和联合单位之间联合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材料。 

（牵头单位和联合单位之间联合协议或合同，均加盖协议签

署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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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申报主体责任声明 
 

根据《关于组织开展 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

通知》要求，我单位提交了 

                          项目参评。 

现就有关情况声明如下： 

1.我单位对提供参评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我单位在参评过程中所涉及的项目内容和程序皆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我单位对所提交的项目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

保密规定，所提交的项目内容未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其他

敏感信息。 

4.我单位申报项目所填写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已经审核，确认

无误。 

我单位对违反上述声明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单位盖章） 

          2021年  月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1月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