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今天上午从本市医疗付费“一件事”

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目前本市有 11家市
级医院、6个区 111家区属医疗机构实现医保

电子凭证脱卡支付，仁济医院、市六医院和闵
行区、静安区开通无感信用支付，为医疗付费

“减环节”“减时间”。8月底，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将实现脱卡支付全覆盖，医疗付费“一件

事”终将成为方便老百姓就医付费“家常事”。

实现“减环节”“减时间”

目前，11家市级医院、6个区 111家区属
医疗机构已实现医保电子凭证脱卡支付，共

完成门急诊医保挂号 138.56万笔、门急诊医
保收费 145.01万笔，出院医保结算 2.23 万

笔，其中门急诊、大病和住院使用电子凭证分

别为 4528笔、9笔和 12笔（含线上 1917笔）。

同时，仁济医院、市六医院和闵行区、静安区

开通随申办无感信用支付上线试运行。
脱卡支付实现了“减环节”，患者付费环

节由至少 3个环节减少到 0，实现医疗付费零
排队；实现了“减时间”，通过线上线下付费环

节的融合，减少患者排队等候时间，预计减少
候诊排队时间平均 45分钟以上。不过，为满

足部分人群窗口付费习惯，医院仍保留部分

收费窗口。

创新就医付费“上海方案”

本市医疗付费“一件事”工作主要基于国
家医疗保障局的“医保电子凭证”，使患者更

快捷、更便利地完成原先依托“实体医保卡”
才可完成的挂号结算、药品及检验检查等费

用结算。随着国家“医保电子凭证”跨省应用

的进一步推广，将逐步实现与外省市就医的

无缝衔接。
此外，国家医保电子凭证会与上海“随申

码”结合，为上海市民提供多码合一的亮码就
医便捷服务。针对现阶段儿童患者使用医保

电子凭证的难点，上海正在研究开发依托随申
办“亲属随申码”，实现本市儿童医保电子码

的申领和使用，在全国创新儿童医保电子凭

证的“上海方案”，实现全年龄段的整体覆盖。

体验就医过程无感支付
据介绍，就医患者将可通过“随申办”移

动端的医疗付费“一件事”总入口访问全市所

有公立医疗机构的线上服务专栏，并使用医
保电子凭证就医。利用“随申办”的支付宝、微

信小程序渠道，将同步开通相关服务入口，做

到移动端服务渠道的全覆盖。

未来，通过拓展开发“一网通办”统一支
付平台功能，在中国银联、各试点金融机构的

支持下，各级医疗机构将逐步实现与第三方
金融机构每日实时结算与对账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依托中国银联、商业
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支付通道及其线上

信用产品，向上海医保参保人员提供“基于信

用的无感支付服务”。就医群众到达医疗机构
诊间只需出示“医保电子凭证”（随申码），在

医生完成诊疗服务后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发起
基于信用的无感支付服务，发生医疗费用的

医保部分实时结算、自费部分由签约绑定的
信用账户自动支付。整个过程中，患者无需做

任何付费动作，真正实现就医过程无感支付。
首席记者 左妍 特约通讯员 潘明华

让医疗付费“一件事”成为方便百姓就医“家常事”

8月底公立医疗机构均可脱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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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过半，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中国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率先走出

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至暗时刻”，在国际上
最早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中国经

验”不仅包括医务工作者的无私付出和全国
人民的众志成城，还蕴藏着尊重科学规律、

践行科学精神。昨天下午，首度走出上海、走
入长三角的新民科学咖啡馆，特邀张文宏教

授在昆山主讲《全球新冠疫情发展态势和中

国抗疫新常态策略》，并透彻解析了中国疫
情防控中的“科学之道”。

“中国答卷”：早发现 尽追踪
随着中国逐步走出新冠疫情阴霾，防疫

“答卷”中的经验和方法，成为全球医学科学
界关注的焦点。近几个月，张文宏在不同场

合与许多国外专家、民众等，就疫情展开几
十场的交流和对话。美国防疫专家十分感兴

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此出色地控制
住新冠疫情的蔓延，主要原因是什么？”张文

宏坦言，中国防控政策快速有效的重要原因

是，防控举措科学得当，抓住了流行病传播
的科学规律，也就是应检尽检，发现病例、疑

似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就果断隔离。
其实，就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实际检测

数量来说，美国的检测能力很强大，覆盖人群

一度超过中国。但令人困惑的是大量检测并

未带来对疫情的有效控制。“那是因为核酸
检测后，没有及时隔离。”张文宏说，对疫情最

好的控制方式是早发现、尽追踪，“一旦发现
病例，所有密接者都要追踪到。所以，上海在
这次疫情过程中，自始至终样本量很小，没有

形成流行病学上一次特征显著的波峰。”

一旦样本量增多，出现暴发态势，密接

者几何级增长，跟踪就无法做到了。面对疫
情可能出现的大暴发，科学应对之道，就是

大量检测、彻底隔离，“如果不隔离，检测也

是没有用的。”1月 23日，中国政府果断决定
“武汉封城”，其英明之处就在于此。它不仅

尊重流行病发展过程中的科学规律，将“武
汉隔离”；而且在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里，

针对不同患者及病程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
的隔离方法。“火神山”“雷神山”集中收治重

症患者，其他医院集中医疗资源应收尽收确

诊患者，方舱医院则集中隔离轻症患者。同
时，还开辟了酒店，专门隔离密切接触者和

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等。

“群体免疫”：病死多 难承受
新冠疫情刚登陆欧洲时，英国曾提出

“群体免疫”。人群获得群体免疫的方式有两

种：自然感染和接种疫苗。
在人群中，通过自然感染获得“群体免

疫”，通常需要感染率至少达到 50%以上。
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特别快，“群体免疫”的

感染率可能需要 60%以上，才能有效阻断

传播。目前，即便在欧洲感染率最高的地区，
感染人群也只占 10%，离“群体免疫”标准

还十分遥远。然而，在“群体免疫”尚未实现
时，高病死率和医疗资源挤兑，已让喊出
“群体免疫”的国家无法承受。“在所谓的

‘群体免疫’中，第一个受伤的必是老年人，

而欧洲很多国家恰恰是高度老龄化社会。”
据统计，新冠肺炎在英国和法国的病死

率分别为 14%和 15%左右。若通过自然感染
全面获得“群体免疫”，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病

死患者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后来，英

国用实际行动说明，“他们受不了，通过全民

生一场大病来获得群体免疫，代价太大”。
如今，欧洲疫情开始好转，不是因为“群

体免疫”，而正是因为放弃了“群体免疫”
———欧洲国家主要采用延长“社交距离”并

建议佩戴口罩。经过漫长的疫情封闭之后，
欧盟决定于 7月 1日起向其外部的“14+1”

国开放边界。

“疫情反弹”：反应快 防控准
疫情正在好转，防疫仍在路上。就在上

个月，北京“新发地”突然拉响了疫情反弹的

警报。不过很快，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北京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张文宏认为，在疫情尚未彻底过去的当
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散发病

例。面对“小反弹”，此次北京做出了很好的

示范：快速反应，不漏掉一个病人；精准防
控，城市经济不停摆。而其中，北京能迅速扩

大检测范围，又是从武汉获得的经验。
目前，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的抗体药物和

阻断传播环节的新冠疫苗，国内外正在多条
技术路线上多管齐下，最快有望明年大规模

上市。那么今冬明春，百姓日常生活和城市
经济运行都要做好“与病毒共舞”的准备，以

应对国际上秋冬季节疫情反弹。“人类是智
慧的。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人们都已经学着

与新冠病毒一起‘过日子’。”张文宏建议，充
分借鉴北京经验，通过遍布全市的发热门诊

和哨点门诊，第一时间捕捉新冠患者的行
迹；然后，通过深入彻底的流行病学调查和

快速及时的大规模检测，找到每一位感染者
和密切接触者，积极采取科学到位的隔离措

施。在此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
项新技术，做到精准防控，采取有限关闭策

略，保证经济不停摆。

由上海市科协和新民晚报联合举办的
本期新民科学咖啡馆，获得了上海市医师协

会和医学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体现了上海

与昆山深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合作，共享科
普资源，共同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马亚宁 董纯蕾

学会和新冠病毒一起“过日子”
张文宏谈疫情防控新常态策略

    昨天中午 12时 15分，新民科学咖啡馆

主办团队与张文宏教授启程赴昆山，开始了
首度走出上海的科普之行。这已是张文宏当

天的第 4项行程。
上午，华山医院防治公共卫生疾病团队

与上海市名中医颜乾麟领衔的海派百年“颜
氏内科”合作签约，将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

公共卫生疾病联动机制。作为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中医楼与颜乾麟做了交流。而在此前此后，
张文宏各完成了一项任务。

傍晚 5时，刚从昆山回到华山医院，他
就忙着和早已等候着的同事同行讨论业务，

1个小时后还要赶去交大。防疫抗疫大战打
响以来，张文宏的节奏便是如此，见缝插针，

总还能多做些有用的事。

张文宏的演讲是真的“脱口秀”。昨天下
午，做客新民科学咖啡馆，他开场便说：“我

知道大家看到 ppt就想打瞌睡，我就是不给
你看 ppt。”稿子是没有的，路上，他说“给我

点时间理理思路”，然后掏出个小本子，翻开
又合上，上面只有寥寥几行类似标题的字。

张文宏不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咖啡”时

间里，那个曾拜托大家闷在家里一起抗疫的

他，反复提及“reopen（重启）”一词，当与病毒

一起过日子成为新常态，世界如此，中国更

是如此。他真诚地笑言：“当时我们防疫专家
其实也是跟你们商量着办，结果你们都做到

了！我们的政府给力，我们的人民也特别守
纪律！”他也反复强调：“当前，很重要的一点

是最大程度保障经济运行，散发病例还有可
能出现，大家千万别慌了手脚。”

不变的是逻辑，“我们讲的是科学”。当

有年轻姑娘关心疫苗的疗效，提问是不是能
做到终身免疫时，他的回答是，总要先找好

男朋友再去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有了疫苗后

我们再考虑终身免疫的事也不迟。
面对昆山当地援鄂医护人员的提问，他

重提“共产党员先上”的原则。
“做好基本防护，该干嘛就干嘛，现在是

不是这样？”记者问。“是啊，上海已经基本恢
复常态了。”张文宏答。

但他的生活显然还没有恢复常态。昨天

傍晚，与新民科学咖啡馆主办团队道别，张
文宏背着黑色双肩包快步走回华山医院感

染科的“小红楼”，那背影让人突然想到了他
几个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等疫情结

束，我会非常安静地走开，回到医院，继续绕
着墙根走路。”真盼望，那一天能快点到来。

本报记者 董纯蕾

见缝插针，多做些有用的事
———张医生“连轴转”的一天

新民科学咖啡馆
主办：市科协 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