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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心内科医生胡嘉禄，

去年科室开设了高血压标

准化专病门诊，给患者在智
能化平台上建立了云端健

康档案，每天测量血压后数
据会上传到后台，如果血压

出现波动，平台还会预警。

目前已有 5000余人纳

入管理，对患者的好处不言
而喻， 也给医生带来了便

利。 以前，规律测量血压的
患者不多， 看病时说不清。

现在读取数据很方便，并可

根据患者情况调整药物。

平台的价值当然不仅

仅是“记事本”，还可以进行

健康知识科普等，患者和家
属都反馈“很好”。技术发挥

了简单却重要的作用———

把患者和健康管起来。 未

来，我们还打算开发更多功
能， 重构健康管理新路径，

实现由 “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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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病就医
更舒心便捷

    健康，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基础。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医疗机构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不仅
有序地组织了疫情防控，更是通过数字化转
型，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极限，使得医疗价值得
以延伸和保障。

今年上半年，上海聚焦“就医难、排队时
间长、缺少人性化”等痛点，制定实施便捷就
医服务数字化转型工作方案，在试点医院推
动 7个应用场景建设。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卫
健委获悉，截至 10月底，全市 412 家医疗卫

生机构全部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其中包括
市级医院 36家，区属医院 376家，比预期提
前 2个月完成任务。各家医院还在此基础上
“各显神通”，完成技术迭代，让抽象的“数字
化”有了更多形象的“落脚点”。

    数字化转型“优等生”瑞金医

院今年上半年已将付费“一件
事”、精准预约、智能预问诊、电子

病历卡、互联互通互认、核酸检测
和疫苗接种以及智慧急救等七个

场景全部落地。不久前，医院还
“上新”了新七大场景：智能预约

分诊、停车预约周边分流、智能

规划全程陪诊、智能优先就诊、
智能检查前移、智能健康随访和

床旁一体化。
医院停车向来是“老大难”，

瑞金医院瞄准这一“硬骨头”，患
者在平台上预约医生后随即会获

得一个链接推送，通过该链接可

优先预约医院停车位。医院还和

交通部门一起拓展停车位，希望
联动周边商场等一起加入。

在诊前、诊中、诊后，瑞金医
院也主打“智能”。比如智能预约

分诊，患者输入症状后，智能导
诊追问患者的年龄段、症状持续

时间，再结合患者已有电子健康

档案，推荐匹配的挂号科室和专
病门诊。以前，很多患者进了医

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智能
就医助手”相当于手机一站式全

程陪诊，特别提醒检查、缴费、取
药、拿报告等各流程。下一步还

会向前延伸到预约分诊，向后延

伸到住院，让患者从预约到住院

全流程都能得到“陪诊”。而针对
危重、疑难、有实际困难患者，智

能优先就诊引擎就派上用场了，
它可以识别并提供优先就诊渠

道。“智能”还体现在检查环节，一
些患者可以在看病前就把检查做

好，减少 1-2次往返跑医院，节省

精力和时间。看病回家后，服务
仍未切断，诊后全程健康随访试

点“居家瑞金模式”。
流程再造、智慧创新是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如果说七个场景
是为了“解决”就医难点、痛点，

那么新七大场景就像是“精修”
和升华，蓝图已绘就，市民的就

医体验也将更加美妙。

新七大“精修场景”更“智能”

    今年 4月起，上海规划建设

数字健康城区，在医院与城区之
间建立紧密协作关系，围绕“智慧

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推
动智慧城区医疗一体化发展制度

创新。青浦区在中山医院等支持
下，依托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

网医院，搭建了长三角三级专科
互联网总医院，会同嘉善、吴江两

地共同推动医疗行业治理及服务

模式创新，开展了互联网医院、远
程医疗协同、长三角互联互通等

三大平台，以及会诊、影像、病理、
教学、检验等五大远程业务中心

建设，加快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共

建共享。目前，互联网医院平台已

注册医师 928名，累计接诊 26969

人次，其中长三角居民占比近

30%。此外，瑞金医院与嘉定区、

徐汇区中心医院与徐汇区两个试
点也在加快推进。

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初步显

现，主要得益于政策环境的完善、

新冠疫情的催化和患者就医体验
持续提升的刚性需求。这种需求

的暴涨，给医院增添了更多发展
数字化的信心。当然，数字化转

型，不单单是把医院搬到线上这

么简单，要走的路还很长，不仅要

速度，还要体现温度。比如，如何
弥合数字鸿沟，教会老年人使用

新手段，就是目前面临的另一个
难题。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在
上海市数字医学创新中心成立仪

式上告诉记者，数字医疗关乎民

生大事，在民生服务的数字化转
型当中，也应走在前面。把人民群

众感受到的最难点问题尽量找
到，需要政府、医院之间的协同。

未来，上海要形成数字医学领域
技术高地，同时进一步优化医疗

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朝着精细
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迈进。

既要“速度”也要“温度”

不仅方便患者

上海 412家医疗机构
全部完成数字化转型

■ 智慧急救平台可实时查
看 120救护车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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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跑在数字化转型前列的

中山医院，在做好“基础题”的同时
努力做好“附加题”，发挥优势和品

牌效应，承担了将优质医疗资源辐
射基层和长三角地区的重任。

心内科医生胡嘉禄是葛均波
院士的学生，他和同事作为主力

队员维护着科室的两个互联网平

台，一个主打心脏，一个主打高血
压。上月，中山医院为配合疫情防

控，进入了 2天的闭环管理。其

间，如何管好科室的一大批病人

呢？医生们并不担心，因为这两个
平台建立之后就逐渐发挥了重要

作用。哪怕线下渠道短暂关闭，医
生和患者的联系并未切断。他们

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平台上的患
者，并对患者提供用药指导。

患者老王那段时间血压控制

不好，明明每天吃药，血压就是下
不来。胡嘉禄将他纳入了“复旦中

山高血压”的平台，规定了服药时

间以及测血压时间，即便疫情期

间不能来院随访，胡医生也能很
方便查询到老王的血压情况。

在中山医院这样的全国知名
医院，过去排队两三个小时看病

是常有的事，如今，患者可以通过
一部手机实现在线预约、挂号、缴

费，免去线下排队时间；同时，部
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无需至医院

复诊，通过互联网，优质医疗资源

便可覆盖到基层、偏远地区，而珍

贵的线下医疗资源也可留给急需

得到救治的重症患者。

做好“基础题”和“附加题”

截至 10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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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医疗服务

全市 41! 家医疗卫生机

构（市级 36 家、区属 376
家）全部完成数字化转型工作。

各级医疗机构门诊号源排班

控制在 60分钟以内。 试点医

院持续提升精准预约时段精度，

控制在 30分钟以内。

申康中心已开放共享医联服

务平台 !55个临床专科预问
诊知识模板，累计上传预问诊模

版 973个， 患者利用候诊时

间提前录入主诉 3.5万余份，

实时同步至医生门诊电子病历。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医保电子

凭证交易达 1674.49万人

次、金额 17.39亿元，信用就

医交易总笔数 !9.47 万人

次、总额 !648.71万元。

■ 瑞金医院互联网门诊咨询服务台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