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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脑卒中？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因
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流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疾病，
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出血性卒中，
占脑卒中总数的60%～70%。颈内动脉和椎动脉闭塞和狭窄可引起
缺血性脑卒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男性较女性多，严重者可引
起死亡。出血性卒中的死亡率较高。调查显示，城乡合计脑卒中
已成为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
脑卒中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和致残率高的特点。

如果卒中症状能够被早期识别，患者在发病4.5小时之
内被及时送达有救治卒中患者能力的（综合）卒中中
心医院，得到规范的血管开通治疗，多数可以明显恢
复，甚至完全恢复，健康良好的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挽
救。因此，及时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其重要，越早
发现，越早诊治，治疗和康复效果也就越好。

神经细胞死亡



我国的脑卒中病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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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卒中复发率居于世界大城市之首

我国脑卒中发病年龄年轻化趋势明显国人终身患卒中风险居世界195个国家之首



国家卫生部启动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程

2010年启动建设

全国卒中筛查与防控基地医院

2015年启动建设

全国卒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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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家脑卒中百万减残工程启动



脑卒中医疗工作
医疗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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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互联网诊治技术国家工程中心

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牵头建设的“互联网医疗诊治技术国家

工程实验室”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的

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优化整合工作，正式改为 “互联网医

疗诊治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详见

发改办高技[2021]1022号文）。该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前身依托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建设，并联合首都医

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家

单位共同组建。



宣武医院国家远程卒中中心

指导单位：国家卫生健康委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员会
脑卒中专项管理办公室

宣武医院国家远程卒中中心是集成神
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影像为一体
的多学科脑卒中高级卒中中心（国家
远程卒中中心）。

远程卒中中心的任务为：
1) 平台建设
2) 标准及流程制定
3) 会诊业务
4) 学科建设帮扶

面向全国对接医院 2000 余
家，其中三甲医 院 365 家、二
甲医院 1821 家。开展了 1000 

余例远程疑难病会诊、12 例远
程静脉溶栓会 诊、11 例远程介
入手术指导及远程手术示教、
10 次国际学术交流、30 次教育
培训参与医院 600 余家。



现有诊治技术平台(部分)



全国卒中中心建设情况

◆截止2022年12月，全国已建成三级医院卒中中心602家，二级医院卒中中心1179家。

◆卒中中心覆盖我国31省、300个地级市（88%）、1306个区县（42.5%）

◆完成100%省以及80%的地市至少要建设1家符合要求的卒中中心这一目标。

◆目标是全国60%的区县至少要建设1家符合要求的卒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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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中心地市覆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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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省份卒中中心地市覆盖率已达100%，即全省各地市至少有一家合格的卒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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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

1 . 诊疗资源不足且

分布失衡

2 . 专家资源短缺

3 . 基层业务水平不

一致

4 . 卒中教育的需求

日益增加

卒中诊治资源不
足与基层业务水

平不一致

1 . 远程诊治数据获取困难

2. 商用会议系统不支持诊

治数据呈现

3 . 诊疗传输不稳定

4 . 诊疗过程性数据无法留

存

5 . 协作流程不健全导致效

率低

6 . 缺乏统一患者主数据

远程诊治效率
和质量低下

1 . 网络安全

2. 数据安全

3 . 网络服务质量

4 . 可靠性

医疗数据存储
与传输安全

1 . 采集手段粗糙简

陋

2 . 数据上报质量无

法保证

卒中病历数据
上报质量不高

1 . 医疗资源协调不

到位

2 . 协作流程长期得

不到优化

3 . 协作与合作机制

无法持续

缺乏机构运行
管理方法



脑卒中医疗专网设计
机考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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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应用架构

信
息
标
准
体
系

信
息
安
全
体
系

系
统
运
维
管
理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门户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应用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服务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资源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信息交换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业务应用层

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平台基础设施层

卒中医务人员门户 卒中管理人员门户 患者公众服务门户

数据实时采集与分析 远程会诊 卒中培训

新闻公告 社区筛查

住院筛查 急救地图

项目/课题管理

分布式脑血管专病库

管理辅助决策支持 临床辅助决策支持 患者公众服务

注册服务
患者
主索引

电子病历
存储服务

电子病历
档案服务

影像视频
分析服务

视频会议服
务

专家资源
服务

全业务支撑
服务

智能化管
理信息库

信息
目录库

基础
信息库

业务
信息库

临床文档
信息库

ODS 数据仓库
对外服务
信息库

消息传输 数据交换 数据整合 服务集成 流程整合 管理监控

筛查预防 急诊急救 规范诊疗 康复治疗 健康随访

系统软件 系统硬件 数据存储 网络设备 安全设备



脑卒中专网

脑卒中医疗数据采集与远程诊治系统架构

脑卒中混合云

远程
救治

移动 联通 电信 教科网

各级卒中中心 医科高校

教科云

数据
上报

在线
培训

卒中
绿道

筛查
干预

脑卒中业务

基础设施

网络
会议



脑卒中数据及远程诊治专网方案

脑卒中数据及远程诊治专网借助IPv6隐身安全通信网络技术，构建高性能、泛在接入、高

可用、安全的全国一张虚拟逻辑专网，是服务平台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依托教科网的完

善的网络运营体系和路径优化机制，实现端到端的应用安全高效互联以及全网统一地址和

统一管理，按业务需求划分不同的专网切片，符合国家IPv6单栈目标和创新应用要求。

专网包括数据中心及接入的医疗机构，在中心侧（宣武医院）部署多台中心侧汇聚网关，

为各台接入医院提供安全互联服务。

接入安全专网的医院有两种接入类型：

⚫   直接接入CERNET2: 在接入医院旁路部署一台安全接入网关，和中心侧汇聚网关之

间建立IPv6隐身安全通路；

⚫  不能直接接入CERNET2：在接入医院旁路部署一台安全接入网关，先通过运营商本

省网络连接到教科网安全中继网关获得教科网IPv4/IPv6地址，再与教科网中心汇聚网关

之间建立IPv6隐身安全通路。



脑卒中数据及远程诊治专网架构

医疗专网目前能够支撑脑卒中数据实时采集与互联网远程诊治服务平台的应用。

接入医
院网络

安全接入网关

接入医
院网络

安全接入网关

专网本地节点

专网本地节点

接入医院
本地运营网络

节点本地
安全中继网关

）

中心侧汇聚网关

IPv4/IPv6
运营商网络

中心侧汇聚网关

安全
专网
管理
中心

宣武医院
专网本地节点



卒中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备份数据库

专网管理器

医院生产环境
数据库

日志人工智能分析

备份
当期卒中数据

数据库日志

上传

虚拟专网传输

专网管理器

数据中心

⚫ 卒中数据中心质控平台：构建多源数据中心，汇集患者为单位的卒中结

构化数据

⚫ 医疗机构数据汇集/清洗模块：对医院的实时增量数据和历史数据（病案

信息、诊疗数据、检验检查数据等）进行实时上报，并对其进行脱敏和

清洗处理。

⚫ 智能统计分析：一键式智能分析各类数据，降低人为分析

难度，支持各类统计分析方法：基线分析，含T检验、肯

德尔tau-b相关性分析等高级分析，含K-M生存分析，COX

回归等。

统计分析

汇集/清洗



远程会诊解决方案

医疗设备
VGA/HDMI/Type-C信

号输出

视频信号
分频器

在线会议

设备显示器
专网管理器

摄像头

医院端

会议机顶盒

专网管理器

影像监控

在线会议

中心端

会议机顶盒

在线会议

专网管理器视频存储

数据中心端

支持各种疑难病症会诊、康复会诊、影像会诊、手术会诊等，
支持各中心医生、学员可以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和“多对
多”实时开展实时互动直播和点播学习。

虚拟专网传输



脑卒中医疗专网建设规划
机考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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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

1 2 3 4 5 6

脑卒中数据

实时采集与

互联网远程

诊治数据中

心

跨区域、跨

中心的脑卒

中数据平台

患者主索引

卒中综合

服务平台

数据实时

采集与分

析平台

脑卒中数据

实时采集与

互联网远程

诊治数据库

脑卒中数据

实时采集与

互联网远程

诊治协作平

台

脑卒中数据实时采集与互联网远程诊治 IPv6专网



实施部署

2023 2024 2025

预实施

• 中心平台端口开发、
联调

• 服务器准备

• 环境搭建

试点实施

• 首批试点卒中
中心（15家）

• 全流程测试

应用实施

• 推广实施

• 平台应用



运营管理

开展业务支撑管理、运行情况集中监管调度等服务，融合多机构、多

科室、多场景，保证各机构不同科室之间的协作效率及信息同步，能够

及时获得远程医疗资源保障。

管理运行服务提供了远程协作平台所辖范围内运作情况的实时监测与

系统管理服务，为医疗卫生行政监管部门对远程医疗业务服务的监督管

理，提供了决策支持与监管手段。

管理运行系统可根据不同的角色（平台角色、联盟角色、机构角色），

享有不同医疗、教学的功能。



安全管控

1 2 3网络架构设计
设备冗余、链路冗余。
划分不同的子网，按照
方便管理和控制的原则
为各子网、网段分配地
址段。

安全区域划分
公网服务区与专网服务
区之间设置数据交换区，
专网接入边界、安全管
理区边界、核心业务区
边界等安全域边界。

流量均衡控制
足业务高峰期需要，保
证各项业务运行流畅。

4 5 6安全传输
使用加密协议
强化身份验证
定期备份和恢复
加强密码安全

安全接入
设置强密码
使用防火墙和安全设备
安装并定期更新防病毒
软件

安全审计
定期对系统进行安全审
计和漏洞扫描，发现潜
在风险并及时修复。

依据等保2.0三级中网络和通信安全相关安全控制项，结合通

信网络安全审计、通信网络数据传输完整性/保密性保护、可

信连接验证等安全设计要求，采用包括设备冗余、链路冗余的

网络架构，以满足业务连续性需求。



诚勤严精 守正创新
深耕厚植 行稳致远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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