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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已实现全市医疗机构全覆盖。“便捷就医服务”的应用场景，

仍在不断拓展和优化。

除了在信息化建设上下功夫，不少医院也从就医品质和就

医服务入手，开展了一站式诊疗服务。随着 CT 筛查技术的发

展与普及，临床上肺部多发结节的患者越来越多。而这类患者

常常辗转医院多个科室，都找不到解决对策。

为了破解这类患者的就医难题，上海市胸科医院形成了多个

贯穿临床—研究—临床的多学科联合模式（MDT），“肺部多发

结节”就是其中极具特色一项，由呼吸内科主任钟华教授牵头“肺

部多发结节 MDT”诊疗团队汇集了呼吸内科、胸外科、放疗科、

放射科等精英骨干，自开设至今，该团队已救治了 200 余名疑难

肺部多发结节患者。每位患者的方案都是“私人定制”，一站式

诊疗服务让患者从“手足无措”到“放心安心”，在为患者带来

新的救治希望和高品质的医疗照拂方面，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上海还努力建设民众家门口的好医院，在认定 43 家区域性

医疗中心的同时，开展医联体建设，通过市级医院、区域性医

疗中心和社区联动来更好地服务民众，逐步形成了“小病在基层、

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秩序。

结合城市老龄化进程加快，上海打造了慢性病综合防治的

支持网络；群防群控健康促进的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上海建

也可以刷。”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李女士打开手机微信里的医疗健康板

块，点击“医保电子凭证”后，一个二维码出现了，在医院的

挂号机器上扫一扫，挂号单果然顺利打印好了。“一个手机就

能挂号、付钱，真是太方便了。”

很多人的印象中，看病总是要排队的：挂号要排队，门诊

要排队，取药也要排队……但现在，打开手机找到对应医院的

公众号，预约、就诊、付费……一部手机就能畅行医院，节约

了不少时间。而就医后医生开具的病历卡、出院小结、票据等，

也都实现了电子化，打开手机就能看。

其实，这样的改变早已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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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20 年，上海互联网

医院有了不少大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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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携手上海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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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市卫健委，目前上海已有 100 多家互联网医院，其中所有公立

互联网医院提供跨院复诊和配药服务。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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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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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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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G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赋能下，“望闻问切”的中医特色和优势，也能

在云端实现。摄影 /陶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