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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复诊配药方便
苏老伯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的老病人。从过去门诊人
挤人、排长队，到如今分时段预约、
等候时间大大缩短，苏老伯最大的
感受就是“看病变得安心了”。今年
疫情期间，苏老伯足不出户，也在该
院互联网医院顺利完成了3次复诊，
其中包括一次配药。眼耳鼻喉科医
院在汾阳、浦江院区门诊入口处开设
互联网医院取药专窗，女儿帮他预约
了社区志愿者，取药人无需进入门诊
大厅和出示核酸报告即可取药，比
他疫情之前自己去医院还要快。
经历过疫情，互联网医院的发

展已成为各家医院的必答题。以眼
耳鼻喉科医院为例，2020年6月，互
联网医院正式上线，最初主要为患
者进行线上复诊，解决了一大批患
者复诊和配药的迫切需求。2020
年，该院互联网医院平均每日接诊
约200人次，处方量85张；2021年
平均每日接诊近650人次，处方量
620张；2022年3月至6月，上海疫
情期间，该院每日平均接诊1000人
次，开具930余张处方；最高单周接

诊9043人次、处方量8276张。7月
至今，每日平均接诊500余人次，开
具处方450张。在上海申康医院发
展中心互联网医院排行榜系列指标
中，该院单科接诊量、复诊量占比均
排名全市医院第一。

开辟“第二战场”
互联网在保障患者特殊时期的

就医需求、降低患者感染风险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开辟了线上
抗疫的“第二战场”。作为医疗信息
化建设的先行先试者，上海的互联
网医疗起步很早。10多年前，聚焦
挂号的一批商业网站就打入市场；
此后，各大医院陆续建起公众号、支
付系统。经过了起起落落的十年，
到了2020年，上海互联网医院又有
了不少大动作：徐汇区中心医院成

为沪上首个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的
公立医院；市一医院携手上海移动，
启动全国首个“5G智慧医院新基
建”建设；落户朱家角的长三角（上
海）互联网医院，依托中山医院强大
的综合实力，以5G互联网技术赋
能，成为国内第一家开通线上异地
医保结算的互联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门急诊办公室/互联网医院办公室
主任谢诗蓉介绍，2020年9月该院
正式成立互联网医院办公室，通过
“小步快跑，快速迭代”，逐步对互联
网医院平台进行更新迭代，陆续上
线了包括自费、成人医保、儿保、大
病医保、异地医保等在内的服务；
2022年5月成为全市首家开通“跨
院复诊服务”的互联网医院。上海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院还开通“院长

在线365”，部分挂不到号、排不上队
及住不了院的肿瘤、手术及疑难病
症患者，各科由专人对接，根据患者
实际情况进行“一对一”精准救助。

赋能医改路径
这些年，互联网赋能医改的路

径也愈发清晰：依托一网通办、“健
康云”、上海医联等平台，本市所有
医疗机构的数据实现互联互通，上
海率先在全国完成省级号源池的
统一。
去年，上海试点“便捷就医服

务”七大应用场景建设，以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为例，率
先实现了精准预约、智慧急救、智能
预问诊、电子病历卡、互联互通互
认、医疗付费一件事等七大应用场
景。通过实现对每个专科、每位医

生出诊时间的精准预约时段划分，
部分科室预约时段已从原1小时缩
短到30分钟。在此基础上，瑞金医
院通过流程再造，快速迭代便捷就
医数字化转型2.0版。同时，本市已
实现“医保电子凭证”和诊疗过程
“无感支付”的“脱卡”“扫码”支付体
验；有了亲情账户，老人和孩子也可
以享受同等的便利。

上海市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制
定《上海市“便捷就医服务”数字化
转型2.0工作方案》，中山医院、瑞金
医院等15家医疗卫生机构，以及4
个区卫生健康委为试点单位，目前
已实现全市医疗机构全覆盖。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更丰富的应
用场景，互联网医院的诊疗范围进
一步扩大，线下门诊患者结构进一
步调整和优化。“对医生来说，塑造
个人和团队品牌，建立医患信任关
系；对线下患者来说，减少在院等待
时间，减少院区内人员聚集；外地患
者术后与医生保持线上联系，回当
地后的检查、治疗结果等可以通过
互联网医院让医生及时获悉，给予
相应建议和指导。”谢诗蓉说。

本报记者 左妍

智慧医疗 让患者就医更便捷
时间和精力不再浪费于候诊和奔波

亚洲人遇到新冠病毒有更多无
症状？这可能与南亚和东亚人继承
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某些基因有
关。已灭绝的古人类群体与我们的
祖先有过跨大陆“基因交流”，并影
响着现代人的生存与生活？这些谜
题正被解开，也带来更多值得展开
的科学命题。昨天，2022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瑞典科学家
斯万特·帕博 (SvanteP??bo)因“在
人类演化以及已灭绝的人类基因组
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获奖。这位
世界公认的古DNA研究界大神，以
开创性研究追溯跨越几千年的
DNA，开辟了全新学科——古基因
组学。

推进人类科学认知
花落古基因组学，绝对是今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意
外之喜”，它甚至从未出现在预测
视野中。
但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

聘教授徐书华看来，帕博的获奖是
实至名归。
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大致勾画了

人类祖先的相貌、生存轨迹和生活
方式，但我们对起源的好奇心期待
更多详尽的解答，基因组是最好的
线索。但是，要解答祖先智人那些
已灭绝的直立人“亲戚”与现代人的
关系，需要对远古样本中的基因组
DNA进行测序。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跨越数千年，DNA会被化学

修饰、降解成片段，而且更难的是，

剩下的微量DNA还会被细菌和当
代人类的DNA污染”，徐书华认为，
帕博的贡献从技术上看，利用新技
术从古骨遗骸中分离DNA并高效
测序，同时开创性建立了一系列操
作流程和规范以保证不受污染；另
一方面，诞生于帕博团队及其合作
者的数据资源被科学家广泛使用。
“我们团队新近研究也有不少基于
他的研究成果而延伸。更重要的
是，包括复旦大学在内，几乎全世界
的古DNA实验室，都遵照帕博所建
立的技术标准建立和操作。他的研
究不仅推进了人类的科学认知，对
学术研究也持续产生重要影响。”

一切从木乃伊开始
13岁时，帕博在埃及旅行中迷

上了古老的历史，在攻读生物学博
士之前，他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
习埃及学，沉迷于法老、金字塔和木
乃伊。在20世纪80年代，他一度敏
锐地想到，还未应用于考古领域的
细菌克隆DNA技术或许会对木乃
伊研究提供帮助。跨越数千年的
DNA追寻由此开始。

2010年，他发表了首个尼安德
特人基因组序列，对比分析表明，尼
安德特人的DNA序列与起源于欧
洲或亚洲的当代人类的DNA序列
更相似，而不是非洲。这意味着尼
安德特人和智人在几千年的共存中
进行了杂交。在现代具有欧洲或亚
洲血统的人类中，大约1%-4%的基
因组来自尼安德特人。后续研究还
发现，智人在非洲以外的扩张和向

东迁移中，还与丹尼索瓦人杂交。
我们为什么要追溯过去？徐书

华指出，帕博的研究揭示古老的基
因序列会影响当今人类的生理机
能，例如尼安德特人基因影响着我
们对不同类型感染的免疫反应，最
新研究正探究一些基因片段与新冠
易感性的关系；还有丹尼索瓦人的
若干基因赋予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
存的优势，在当今的青藏高原人群
中很常见；来自直立人的基因
FOXP2是语言功能的遗传基础，反
向研究或将推进语言障碍、语言与
智力的相关研究等。

学科交叉充满魅力
相较生物医学领域的热门学

科，人类学和进化遗传学似乎是一
个“冷板凳”。从20世纪80年代到
今年摘得诺奖，帕博40余年都专注
于古基因组学的研究。很多偏基础
理论研究的学科如人类学、考古学、
群体遗传、分子进化，其社会关注往
往不足，许多耕耘于这一领域的年
轻人常常纠结、彷徨，徐书华很高兴
帕博的获奖将“照亮”这一领域。

这也是一个亟待学科交叉解开
新谜团的疆域。“我们非常倾向数
学、计算机、统计、语言学、考古学、
社会学等交叉背景的学生加入这个
充满魅力的‘江湖’。”徐书华说。

本报记者 易蓉

从沉迷古埃及木乃伊到“追问”祖先DNA

过去看病什么样？也许你还记得：在
门诊盯着墙上的“出诊专家”，找个有眼缘
的挂号；要是专门想看某专家，可能天不亮
就要来排队。
现在看病什么样？打开公众号，搜索、

预约、签到、就诊、付费……全程只需要一
部手机。

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上海已有100
多家互联网医院，其中所有公立互联网医
院都能提供跨院复诊和配药服务。

诺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晋得主照亮“冷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