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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医疗质效 赋能“健康大同”
——我市互联网医院发展状况调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互联网诊疗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患者的成本，为
患者及家属提供便利，但也存在很大隐
患。比如医生诊疗的规范性、获取患者
病情信息的准确性、个人信息安全等方
面都存在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患者的线上问诊意向。如果不能有效控
制诊疗风险，就无法发挥互联网诊疗的
积极作用。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规范互联
网诊疗。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旨

在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其后又
陆续出台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
服务管理规范（试行）》等文件。

2022 年 6 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互联网诊疗监管
细则（试行）》发布，明确了医疗机构监
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
等方面的措施和责任，以增强互联网诊
疗的规范性、安全性。

值得关注的是，《细则》明确了诊疗范
围及医生针对不适合互联网诊疗病患的

处理方式，将互联网诊疗限于复诊范围，
对医生而言避免了面对首次就诊没有检
查结果可供判断的“困扰”，对患者而言降
低了因误诊带来的风险。《细则》还明确，
互联网诊疗行为的过程及结果都必须进
行完整记录，病历、处方等关键信息的流
转应可追溯，从而确保互联网诊疗全过程
都在法规的监控和保护范围内。

山西省卫健委已将互联网诊疗纳入
全省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开展线上线下
一体化监管，确保互联网诊疗的质量和
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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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高效，节省交通等成本，大大降低到医院交叉感染的机会……去年秋冬新冠病毒感染高
峰期，我市各大医院互联网医院接诊量持续攀升，为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今感染高峰期已过，互联网医院接诊量明显下降，原因何在？我市互联网医院发展态势如
何，又遇到了哪些问题？互联网医院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健康大同”赋能？记者近日进行了
采访调查。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医疗”
为满足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展示了赋能卫生健康事业的广阔前景。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也对互联网
医疗服务提出了新要求。

“作 为 一 种 新 业 态 ，互 联 网 医 院 还
处 于 不 断 探 索 阶 段 ，加 之 医 疗 服 务 本
身 的 特 殊 性 和 复 杂 性 ，使 得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会 面 临 很 多 挑 战 和 问 题 ，因 而 互
联 网 医 院 并 不 像 其 他 行 业 的 数 字 化
转 型 那 样 快 速 。”李 文 坦 言 ，考 虑 到 患
者 线 上 操 作 的 复 杂 性 、诊 疗 信 息 的 准

确 性 和 安 全 性 以 及 人 文 关 怀 的 局 限
性 ，线 下 就 医 的 习 惯 一 时 难 以 改 变 ，
因 此 ，要 加 大 对 在 线 问 诊 服 务 的 宣 传
力 度 ，培 养 和 加 强 患 者 及 医 生 的 在 线
使 用 习 惯 。

“相比平台型互联网医院，公立医院
目标受众集中，患者信任度较高，医疗资
源丰富，发展互联网医院有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利于形成线上线下医疗行为有
机结合。”张萍建议，要让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多维度拓展互联网医院业务，让在
线业务全过程参与到患者全病程管理和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中来。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

市开设互联网医院的全部为三级医院。
虽然对于公立三级医院来说，将患者分
流到线上可以提升患者就医效率，但也
增加了大医院的虹吸效应。只有对互联
网医院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才能更好
地推进医联体建设。下一步，我市将持
续整合各方面医疗健康线上服务资源，
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
效，为“健康大同”赋能。

去年 12 月中下旬新冠病毒感染高峰
时期，我市各大医院在线接诊量持续攀
升，为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感
染高峰一过，各家互联网医院在线就诊
量迅速下降。

“ 目 前 ，日 在 线 接 诊 量 只 有 十 几 人
次，降到高峰期的五分之一左右。”国药
同煤总医院医务科科长朱骄锋认为，在
线就诊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多数患者还
没有形成在线复诊的习惯，加上疫情缓
解后门诊不再那么拥挤，许多老病号仍
然习惯线下就诊。

记者了解到，互联网医院在线就诊
量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市
医保还未对在线就诊放开，患者在线就
诊费用需自掏腰包，限制了患者线上就
诊需求的释放。

说到互联网医疗存在的困难，朱骄
锋认为，老年人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是个
突 出 问 题 。《互 联 网 诊 疗 监 管 细 则（试
行）》将互联网诊疗限于复诊的范围内，
而需要复诊的患者多为慢病患者，大部
分是老年人，很多都不会使用这些平台，
App 不会装，微信不会用，有些老人甚至

用的不是智能手机。这种情况下，如何
提升这类患者对现代化技术的掌握和运
用能力，政府、社区或上门医护人员如何
为这部分老人服务，都需要重视解决。

我 市 县 级 及 基 层 医 院 尚 未 开 设 互
联网医院，一是因为互联网医院硬件要
求较高，设备价格不菲，而且需要常年
维护、升级，一些中小医院无力承受；二
是 基 层 医 院 面 对 的 是 面 广 量 大 的 留 守
老人和儿童，网上操作有难度，他们虽
然有这方面的需求，但不具备线上就诊
的能力。

医保还未对在线就诊放开问 题

66 岁的范大妈患有高血压，老伴儿有
多年的糖尿病病史，两人需要长期吃药。
范大妈家住平城区西谷庄村，以前坐公交
几经辗转到市五医院看病，从挂号、就诊
到 取 化 验 结 果 ，跑 来 跑 去 很 不 方 便 ，从
2022 年 6 月开始，她在市五医院互联网医
院能网上看病、网上复诊了。

“病情稳定的时候 3 个月去医院检查
一次就行，日常复诊、看化验单、开药都不
用出门，在手机上和医生交流，医生指导
治疗、调整用药，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上午
就送药上门，真是太方便了。”范大妈说。

“互联网医院特别适合需长期服药的
慢病患者。”市五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
师佘雪梅说，慢病患者多为老年人，在各
医院的慢病门诊前，常能看到一对对老两
口相互扶持着前来取药，天气、交通等种
种因素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不便。对百
姓来说，互联网医院的发展成果，就在于
送到家中的那一包药，就在于在手机上从
医生那里得到一句暖心的回复，就在于就
医更简单、复诊更方便。

“到医院看病或复诊，除了路途奔波、
排队等候、上楼下楼，还得带着病历本、各
种检查证明等，线上问诊就不用这么麻
烦。”市五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医
师张萍说，比如慢病患者，通常都在线下
医院进行过详细检查，获得明确诊断和治
疗，互联网医院会在系统中储存问诊患者
的就诊信息等，医生能够看到之前的问诊
记录、诊断报告等详细信息，再根据患者
线上问诊时的状况，就可有针对性地适当
调整治疗方案、用药方案，这是互联网医
院医疗服务的一项巨大优势。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我市
已获批的互联网医院有市一医院、三医
院、五医院和国药同煤总医院 4家。

作为我市首家获批的互联网医院，市
五医院互联网医院已上线 25 个科室，拥
有 300名医生、3名药师、12名护士，具备线
上问诊、开具处方、药品配送、药事咨询、护
理咨询、上门护理、预约挂号、预约检验、预
约检查、报告查询等多种功能，截至 2022
年年底，累计咨询量 17810 人次，累计复诊
量 5354人次，累计处方量 2052张。

太原医联通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为我市部分互联网医院医疗服务平台提供
技术支持，该公司负责人李文表示，互联网
医疗不仅弥补了目前医疗资源不足、问诊
服务供需不平衡等短板，而且使人们日常
看病更加灵活，效率大大提高。疫情发生
以来，人们对互联网医疗平台使用需求进
一步提升，推动了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

我市现有获批
互联网医院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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