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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5G远程超声医学中心暨援疆空中丝绸之路启动仪式

5G远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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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云计算

5G

VR

自动驾驶

元宇宙

超声诊疗，如何智慧化？

AR



智慧化超声诊疗的介绍

第 一 章

国家政策

智慧医院

智慧诊疗

超声质控

行业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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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1、整合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基本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衡化

2、完善医疗联合体、医院集团等多种分工协作模式，提高服务体系整体绩效

3、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

4、建设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信息化平台，实现全行业全方位精准、实时管理与控制，

持续改进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提升医疗服务同质化程度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第八章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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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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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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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质控

1、基于医学影像信息系统的质量控制软件

2、基于5G技术的远程质控管理

3、可视化的质量反馈面板

4、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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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

省市级大型医院

资源依旧紧张

专家无暇分身

县级医院

医生经验欠缺

乡镇卫生院/社康中心

医疗技术人员严重不足

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合格的超声医生严重不足

院间
（医联体/医共体）

院内
（科室/多院区）

临床科室
（床旁检查）

院前急救
（灾难救援）

隔离病区
（传染科室）

操作风险性高

标准和规范不统一，
缺乏横向互联

工作负荷大，
质控管理弱

各个科室发展不均衡
人员能力差异大

超声设备配置率低，
应用水平不高



智慧化超声诊疗的实现

第 二 章

发展现状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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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现状

现
状

• 1、超声人才梯队及执业水平参差不齐，大医院“小而专”，小医院“大而全”，基层多“半路出家”；

• 2、超声工作量繁重，人员和设备不足，难免出现漏诊、误诊；

• 3、超声检查规范不统一，结果不能互认，病人重复检查，易带来纠纷；

• 4、超声质量控制开展困难，难以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超声检查覆盖全身各大系统，

检查人次位居各医院影像学科检查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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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措施

现
状

• 水平参差不齐

• 工作量繁重

• 规范不统一

• 质控开展困难

应
对

• 检查技能提升

• 优化检查流程

• 统一检查规范

• 质控平台建设

超声检查需要通过AI、云计算等信息化手

段提升检查能力、统一检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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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检查技能提升

1、疑难病例讨论会

2、诊断符合率分析

1、远程超声指导

2、远程超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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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检查技能提升

跨科室跨院区跨地域

医联体、医共体、协作体

AI

云计算
5G

多中心研究

分院教学

远程指导

线上会诊

建立标准

下发协议

监测评估

统计分析

含远程质控功能的超声设备

执行标准

日常考核

自动传图

质控管理AI

云计算
5G

超声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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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优化检查流程

iWorks Smart智能检查模式

TS00
1 

TS00
2

CS005

Smart 
FLC

Smart 
Planes 
CNS

Smart

OB

Smart 

V

Smart 
Face

Smart 
Planes 

FH



16

简单化？

标准化？

智能化？

扫查图像

冻结图像

选择图像

增加体位图和注释
测量

保存图像

解冻图像

创建检查

N

结束检查

常规工作流 超
声
图
像
自
动
工
作
流
协
议

解决措施—优化检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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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优化检查流程

1、自动切换
图像模式

4、自动启动
测量

3、自动添加
体位图

5、灵活图像
采集顺序

2、自动添加
图像注释

6、可启用
iTouch图像优
化和PW频谱自
动计算

1、操作简单，按键集中，步步提示，能帮助新手或非专业医师进行常规检查
2、减少与控制面板交互，降低工作量，使医生的重心能放在病人的诊断和服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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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优化检查流程

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筛查面临的挑战 :

➢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是最常见的胎儿先天性畸形之一，居所有畸形之首；占整个胎儿出生率的1%。

➢ 从二维图像中很难获取到正中矢状面(MSP)，主要原因：胎儿位置、颅骨声影、扫查技巧，导

致从二维图像上获取正中矢状面的成功率极低：平均35.5%。

➢ 正中矢状面获取率低，临床上常通过胎儿颅脑横切面进行间接诊断，会造成一定程度误诊。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够快速、准确的获取到胎儿中枢神

经系统检查的基本切面，将对临床诊断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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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优化检查流程

横切面
手动调节
X/Y/Z轴

手动调节方向
手动调节图像

参数
显示MSP切面

横切面 一键获取

TCP：A象限

TTP ：B象限

MSP：C象限

TVP ：D象限

Smart Planes CNS

手动获取中枢神经系统检查基本切面

系统自动识别中枢神经系统检查基本切面

1. 传统方式

2. 产科容积自动导航

90 秒 (正中矢状面)

1-2 秒 (正中矢状面)

1、自动识别获取胎儿中枢神经系统检查中所需基本切面以及6个测量项

2、减少医生扫查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对操作者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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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统一检查规范

1、规范化培训

2、PACS系统

超声质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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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统一检查规范

方圆道、规培行 临床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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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统一检查规范

提高工作
效率

增加医院
资源积累

减少物料
成本

减少管理
成本

提高医院
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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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统一检查规范

全国超声质控大会 单病种超声质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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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PACS系统

国家质控平台

瑞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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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危急值警报提醒

1、检查登记 2、规范存图

3、报告禁忌词提示 4、危急值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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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实时质控

超声实时视频、手法视频和语音数据超声实时动态和静态原始图像数据

分时质控

AI

云计算
5G

扫查医生根据规范指引扫查，图像同步上传 超声界面与现场操作画面、语音的同步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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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建立标准

下发协议

监测评估

统计分析

含远程质控功能的超声设备

执行标准

日常考核

自动传图

质控管理AI

云计算
5G

超声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

1. 制定标准：质控负责单位制定和完善区域内超声医学规范指

南，形成标准切面存图规范。

2. 标准传递与固化：由超声医学质控中心将标准规范转化为

iWorks协议，并通过云++下载安装到下级医院的超声设备。

3. 标准执行：通过u-Link+iWorks模式进行日常检查并上传。

4. 分析改进：通过日常数据收集和考核，给质控中心提供定量

数据分析统计，可视化数据看板，供超声医学质控中心评估

改进，形成完整的质控闭环。

5. 反馈、整改、追踪检查。

标准可执行，质控可落地

u-Link i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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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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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质控平台建设



智慧化超声诊疗的展望

第 三 章

A I  

V R

R o b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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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超声AI应用的第一波进入市场，
主要用于图像优化（降噪）、耗时
和重复性任务的自动化，例如异常
检测，图像标记，特征量化和分类。
但是，人工智能的最大影响将是超
声引导（超声导航），它将在获取
图像过程中提供实时支持（即 探
头放置和解剖结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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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自动超声扫查机器人系统可
以有效地解决医生长时间让手部
以复杂姿势保持一定的接触力的
问题，使用自动超声机器人检查
仅仅需要在上位机中的相机视野
中画出轨迹，而后扫查的过程可
以交由机器人完成，可以大大减
少医生的工作量，同时也可以缓
解偏远地区医生缺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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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使用4D超声扫描未出生的
婴儿，并让准父母做一个VR体
验，只进行4D超声扫描，获得
足够的数据材料，再进行4D建
模，戴上VR眼镜，身临其境的
体验一下与未出生的婴儿一起排
排坐的场景，仅仅是坐在地板上
看着孩子漂浮在空气中，就让人
感觉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和，却又
那么的梦幻。



质 善 课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