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不久前召开的世
界互联网大会上，“掌上
医院”“微医疗”成为关
注热点。传统的医疗领
域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
改变原来的诊疗模式，
预约挂号、教育科普、医
疗信息查询等依托“互
联网+”的概念，针对原
先挂号难、看病难的情
况给出了一些智慧化的
处理办法。

! 患者通过微信挂号可选择医生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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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患者提供精准服务

! ! ! !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认为，作为
医院发展的高级阶段，移动医疗的核心价值
在于“以患者为中心”，围绕患者需求“因需而
变”，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产生价
值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但跟线下医疗一样，
移动医疗的本质也是解决问题，不管技术手
段如何进步，关键是能解除或缓解患者的病
痛，维护和促进大众的健康。
在他看来，医疗服务具有不确定性，传统

医疗服务具有区域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但移动医疗可以突破时空距离和区域围墙，
对医疗服务产生改变，促进专业细分。这种新
模式固然还有许多问题待规范，但其发展方

向应该是创造良好的用户体验，并根据数据
资源对不同用户需求进行精准服务。
此外，应积极利用移动端管理数据的优

势，对患者进行监测，将治病扩展到全程化健
康管理。一个医生全面掌握患者的健康数据
后，就可以管理成百上千的患者，并和他们方
便地交流。通过建立信息化平台，将基层卫生
机构到三甲医院的数据综合联系起来，这样
才能方便患者在不同的医疗机构顺利就诊和
完成信息衔接。
于广军坚信，移动医疗的未来发展一定

还会呈现从机构到家庭、从医疗到健康、从环
境到生活的全方位人文关怀。“就像我们医院
的宗旨是‘为儿童服务就是幸福’，希望移动
医疗的便利，提升我们为儿童服务的水平。”

本报记者 左妍

用专业知识打败“伪科学”

! ! ! !据统计，目前国内移动医疗 !""已达
约 #$$$个，各类健康和养生类微信公众号
就更多了。“网上的知识东搬西抄，大多不准
确，如果不加辨别照着做，可能会对身体带
来伤害。”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护理部
副主任、国际母乳喂养师团队负责人王靖认
为，各大医院通过 !""、公众号途径向公众
传播准确、客观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
王靖和她的团队开了“红房子母乳喂养

微资讯”账号，每周推送有关母乳喂养的知
识。“临床上会碰到各种问题，比如乳汁少怎
么办、得了乳腺炎怎么办等，如果我们把具
有共性的问题整理成文字，可以指导更多具

有相同困扰的新手妈妈。”王靖认为，随着二
孩政策的放开，会有更多女性需要这方面的
知识，可是网上众说纷纭，难以辨别真伪。如
果有来自医院、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不仅
能够让妈妈少走弯路，让宝宝们获益，对于
医生护士本身来说也有帮助。“我们写科普
文章，要翻阅查询很多资料，这就是个不断
学习和进步的过程，提高业务能力；同时，如
果遇到我写过的问题，那就不需要反复对病
人说很多同样的话，直接让她们去阅读文
章，收藏好就行了。”
如今，账号已运行半年多，医院吸收了大

批特定的病人。上周，已有出版社和王靖团队
联系，决定将这些素材汇编成科普读物，作
为 #$%&年献给广大新妈妈的一份礼物。

本报记者 左妍

移动医疗“成长的烦恼”有待化解
上海多家医院开通了微信服务和官方 !""方便患者就诊

微信挂号令患者受益
#$%'年(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

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年在健康医疗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
富，公共服务更加多元，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
断优化”的发展目标。近年来，上海已有多家
医院开通微信服务和官方!""，并在“移动医
疗”领域实现了常态化应用。

'岁男童浩浩近一个月来反复咳嗽，母亲
袁女士请了半天假带他去上海市儿童医院看
病。路上，袁女士提前用微信挂了儿内科门诊
号，母子俩抵达泸定路院区付费后，等了%$分
钟就轮到就诊。袁女士说，自从儿童医院#$%+

年开通微信服务号后，在微信上预约挂号已
成为一家人的习惯。

家住浙江的李女士正在备孕，却患上子
宫内膜不典型性增生，当地医院建议她摘除
子宫。她上网查询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
院治疗这方面疾病的专家陈晓军，但号却非
常难挂，网上始终提示“号源已满”。一筹莫展
时，她突然在微信预约页面上看到了“对症预
约”的按钮，连忙按照要求将病情详细描述并
提交，半天后，她得到了预约成功的答复。“想
不到现在微信不仅能预约，还能申请加号，解

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这两年，上海不少医院都开通了微信公

众号，并将预约挂号的入口放了上去，方便市
民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各类门诊号源，实现预
约挂号的功能。据市儿童医院统计，微信用户
,$-以上是#'至+'岁的年轻家长，手机玩得
灵活，容易接受就诊新模式。现在每天通过移
动客户端的门诊预约占总量的.$-，这个势
头还在增长。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微信负责人告
诉记者，移动医疗的运用也成了对抗“号贩
子”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预约要实名制，还
要绑定手机号，我们规定同一个手机号码只
能绑定.个身份证号，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黄牛
利用多个身份证号码来预约挂号的行为。”

#三长一短$得到缓解
医院里挂号、候诊、付费排队时间长，看

病时间短，“三长一短”成了诠释“看病难”的
流行说法。“自从我们开通了微信挂号，对接
一站式自助服务后，平均每位用户在医院逗
留时间比以往缩短%/.+小时。”儿童医院微信
平台负责人说，因为带幼儿出门看病通常要
带一大包东西，有些还要推手推车，两个大人
手忙脚乱，微信服务窗口特别适合家长，不用

抱着孩子一次次排队。
事实上，尝试用移动医疗手段来攻克看

病难题的，不仅是三级医院。市民陈老伯平时
有个小毛小病，一般首选家门口的公利医院。
自从儿子替他下载并教会他使用“掌上医院”
后，从挂号、付费到看报告，都在手机上完成。
陈老伯乐坏了，不但看病时间缩短，连核磁共
振的影像图片也能在手机上看到，保存和查
询起来方便多了。
除开通微信、!""外，大部分医院还入驻

了各种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移动医疗提供
了一套全流程服务，节约时间，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对医院来说，减少了病人在医院停留的
成本，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患关系。

医患互动效率提高
程飚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骨科明星医

生，擅长关节镜微创治疗，去年移动端口预约
量占全院第一。他认为，对患者来说，当身体
遇到疾病，多数人不是上网搜索、托人询问就
是在多家医院间来回就诊，试图找到最合适
的医生；对医生来说，很多专科医生每天要面
对许多缺乏指导的患者，导致他们要花费很
大的时间和精力在简单疾病的诊治、指导和
教育上，造成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有了互联网手段，患者不再病急乱投
医，而我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许多‘合适’
的患者，我们都提高了效率。”程飚认为，移动
医疗服务还是一个医患互动的平台，问答、知
识科普可以实现对患者的有效分诊及合理引
导，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到适合的地方去就诊。

移动互联网连接了医院和患者，最大化
实现“以患者为中心”，并提供大量个性化与
增值服务。儿童医院有个王牌栏目“家长学
校”，从热门话题调研到报名，都是通过微信
完成，每期招募%$$多名家长参与线下专家讲
座，如今已举办&+期，话题涉及矮小症、幼儿
意外伤害、过敏性鼻炎等，约($$$人次参与。
今后院方还将尝试线上微课堂、音频直播等
方式，让更多家长听到讲座。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微信经常会推
送结合时令特点的中医养生知识，进行科普
问答，但并不开展诊断活动。许多疾病的症状
和原因复杂，患者个体差异明显，因此移动医
疗并不能完全替代面诊以及医患沟通，对中
医来说，望、闻、问、切四诊更是只有面诊才
能实现。

缺乏政策约束与保障
移动医疗正在经历成长期，仍有不少“烦

恼”。比如，患者需实名制绑定，且病历、检查
化验结果全部都能查到，如何解决数据的公
开和利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又比如，微信挂
号面临与现场挂号同样的现状：专家号一号
难求，有些普通医生的号乏人问津，如何实现
灵活化、个性化设置，缓解挂号不均？

据了解，已有部分医院开通了微信、支付
宝支付通道，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真正的
医保实时结算。只要医保卡的支付环节没有
实现互联网化，个人账户余额没能实现手机
支付，便捷程度还是会打折扣。而一旦支付环
节被打通，如何进行费用管控，也将成为一个
新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移动医疗仍处在无序发
展状态，医院有自己的微信和!""，也加入了
第三方平台，各家“百花齐放”但缺乏规范和
行业标准，缺乏认定互联网医疗行为责任的
机制。从长远看，如果没有相应政策作为约束
和保障，一旦出问题，对行业的打击会很大。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