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规范互联网诊疗活动，推动互联网医疗

服务健康快速发展，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根据《执业

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诊疗是指医疗机构利用在本

机构注册的医师，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

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第三条 国家对互联网诊疗活动实行准入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负

责全国互联网诊疗活动的监督管理。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负责辖区内互联网诊疗活

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互联网诊疗活动准入 

第五条 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由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医疗机构提供。 

第六条 新申请设置的医疗机构拟开展互联网诊疗活

动，应当在设置申请书注明，并在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写

明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有关情况。如果与第三方机构合作



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系统，应当提交合作协议。 

第七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申请后，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进行审核，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书面答复。

批准设置并同意其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在《设置医疗机构批

准书》中注明同意其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医疗机构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申请执业登记。 

第八条 已经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

拟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发证机关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执业登记申请，并提交

下列材料： 

（一）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同意的申

请书，提出申请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原因和理由； 

（二）如果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诊疗服务信息

系统，应当提交合作协议； 

（三）登记机关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执业登记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医疗

机构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在《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服务方式中增加“互联网诊疗”。审

核不合格的，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第十条 医疗机构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协议应当明确各

方在医疗服务、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责权利。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与其诊疗



科目相一致。未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核准的诊疗科目，医疗

机构不得开展相应的互联网诊疗活动。 

  

第三章  执业规则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符合医疗

管理要求，建立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规章制度。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具备满

足互联网技术要求的设备设施、信息系统、技术人员以及信

息安全系统，并实施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第十四条 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师、护士应当能够

在国家医师、护士电子注册系统中查询。医疗机构应当对开

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务人员进行电子实名认证，鼓励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通过人脸识别等人体特征识别技术加强医务

人员管理。 

第十五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互联网+”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在协议中告知患者服务内容、流程、双方责任和

权利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等，签订知情同意书。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

时，医师应当掌握患者病历资料，确定患者在实体医疗机构

明确诊断为某种或某几种常见病、慢性病后，可以针对相同

诊断进行复诊。当患者出现病情变化需要医务人员亲自诊查

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动，

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按照《医

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和《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等

相关文件要求，为患者建立电子病历，并按照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严格遵守

《处方管理办法》等处方管理规定。医师掌握患者病历资料

后，可以为部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线开具处方。在线开

具的处方必须有医师电子签名，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

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时，不得开具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处方。为低龄儿童（6

岁以下）开具互联网儿童用药处方时，应当确认患儿有监护

人和相关专业医师陪伴。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医疗数据

保密的有关法律法规，妥善保管患者信息，不得非法买卖、

泄露患者信息。发生患者信息和医疗数据泄露后，医疗机构

应当及时向主管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并立即采取有效

应对措施。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符合分

级诊疗相关规定，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 

第二十二条 鼓励医联体内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快实现

医疗资源上下贯通，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推动构

建有序的分级诊疗格局。鼓励三级医院在医联体内通过互联



网诊疗信息系统向下转诊患者。 

第二十三条 三级医院应当优先发展与二级医院、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的互联网诊疗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互联网诊疗活动管理，

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服务流程，保证互联网诊疗活动全

程留痕、可追溯，并向监管部门开放数据接口。 

第二十五条 医师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依法取得相

应执业资质，具有3年以上独立临床工作经验，并经其执业

注册的医疗机构同意。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按照属地化

管理的原则，由县级及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监督

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向

社会公布允许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疗机构名单，公布监

督电话或者其他监督方式，及时受理和处置违法违规互联网

诊疗服务举报。发现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及时告知有

关主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下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未按照《医疗机构

管理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管理互联网诊疗活动的，上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二十九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充

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强互联网诊疗活动的行业监督和自

律。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医

疗机构，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本办法要求重

新提出执业登记申请。 

第三十一条 远程医疗服务按照《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

范（试行）》等相关文件管理。 

互联网医院按照《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管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