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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管理规范 

（2017 年版） 
 

为规范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制定本

规范。本规范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最低要求。 

本规范所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是指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开发、经临床试验

验证有效、对于临床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如影响患者治疗方案选择、决定是否进

一步采取有创性医疗行为、是否明显增加患者医疗费用等）的计算机辅助诊断软

件及临床决策支持系统。不包括具有人工智能的嵌入式临床诊断与治疗仪器设备。 

一、医疗机构基本要求 

（一）医疗机构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当与其功能、任务和技术能力

相适应。 

（二）临床科室具有开展临床相关专业诊疗工作 5年以上经验的医师，具备

与该技术相适应的计算机硬件条件，具有人工智能技术所需的资料采集的相应设

备。 

（三）医学影像诊断科具有开展影像临床诊断工作 5年以上的医师，有数字

化影像诊断设备（如放射、超声、核医学等影像设备）、医学影像图像管理系统

及其计算机硬件平台。 

（四）临床实验室诊断相关科室具有开展细胞学、组织学等实验室诊断工作

5年以上经验的医师或技师，具备与人工智能技术相适应的计算机硬件、资料采

集设备及其他相关设备。 

（五）凡开展此类技术的科室应当具有经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相关专业

知识和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与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人员基本要求 

（一）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医师。 

1.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的相

关专业。 

2.具有 5年以上与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相关专业临床诊疗工作经验。 

3.经过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培训基地关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



相关系统培训，具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的能力。 

（二）其他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经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相关专业系统培训, 满足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

临床应用所需的相关条件。 

三、技术管理基本要求 

（一）严格遵守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相关操作规范和相关专业疾病诊疗指

南，根据患者病情、可选择的诊断方法、患者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诊断

手段，严格掌握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临床应用应当由 2名以上具有 5年以上与开展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相关专业临床诊疗工作经验的医师做出决定并出具诊断意

见。由具有 5年以上与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相关专业临床诊疗工作经验的

医务人员进行操作。 

（三）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为辅助诊断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不能作为临

床最终诊断，仅作为临床辅助诊断和参考，最终诊断必须由有资质的临床医师确

定。 

（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涉及侵入性检查时，应当在实施检查

前，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检查目的、风险、检查注意事项、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

预防措施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五）使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数据库，定期进行

评估，开展机构内质控工作，在完成每例次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后，

应当按要求保留并及时上报相关病例数据信息。 

（六）建立健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后监控和随访制度，并按规

定进行随访、记录。  

（七）采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和医师应按照规定接受此类技

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估，包括病例选择、诊断符合率、患者管理、随访情况、病历

质量和数据库等。 

（八）其他管理要求。 

1.使用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计

算机辅助诊断设备及器材，不得违规重复使用一次性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耗材。 

2.建立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使用和相关器材登记制度，保证其数据可靠性



及器材来源可追溯。 

四、培训管理要求 

（一）拟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的医师培训要求。 

1.应当具有《医师执业证书》，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应当接受至少 6 个月的系统培训。在指导医师指导下，完成 20 学时以上

的理论学习，并参与完成 20例以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3.在境外接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培训 6个月以上，有境外培训机构的培

训证明，并经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培训基地考核合格后，可以视为达到

规定的培训要求。 

4.本规定印发之日前，从事临床工作满 15 年，具有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近 5年独立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不少于 300例，未发生严重

不良事件的，可免于培训。 

（二）培训基地要求。 

1.培训基地条件。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基地应当

具备以下条件: 

（1）三级甲等医院，近 5 年完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每年 100 例以

上。 

2.具备进行规模人员培训的软硬件条件。 

3.有不少于 2 名具有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指导医师,指导

医师应当具有 10 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或完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应用

300例以上，取得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培训工作基本要求。 

（1）培训教材和培训大纲满足培训要求，课程设置包括理论学习、临床实

践。 

（2）保证接受培训的医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培训。 

（3）培训结束后，对接受培训的医师进行考试、考核，并出具是否合格的

结论。 

（4）为每位接受培训的医师建立培训及考试、考核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