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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转诊对于家庭医生不陌生，过去我通常帮助患者转

诊到我们宝山区内的二三级医院，而且往往就是‘1+1+1’签约

的那两家医院。有时候点开系统里专家的门诊，发现没有号了；

有时候系统上明明帮患者预约了，但是患者到对方医院后显示

没有挂上号。现在号源提前 5 天给到我们，可以选择的医院、

医生和时间都更加灵活。”宝山区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医生谭诚炜说。

在谭诚炜看来，家庭医生帮病人转诊到二三级医院就诊，

就医体验良好，之后病人再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会更加

信任自己的家庭医生。这是“号源下沉”全面实施后带来的良

性循环。

来自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共有 7000 余

名家庭医生。截至 2023 年底，上海市累计签约超过 1100 万人，

常住居民签约率超过 44%。

“号源下沉”后，家庭医生要做到精准分诊，从而确保宝

贵医疗资源得到最优化应用。这对于家庭医生的业务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作为上海市第一批家庭医生，朱兰认为，这是挑战，

也是机遇，“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家庭医生对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鉴别诊断、分诊和转诊的能力”。

于“转诊”早已不陌生。

从 2011 年起，上海全市逐步推进家庭医生制度试点，2015

年启动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2023 年 4 月，上海市出

台《进一步提升本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其中又一次提到“强化分级诊疗”，具体包括

推进基本医疗服务同质化、优化门诊和转诊预约服务和推进医

联体内资源下沉。

从以前的“医联体内资源下沉”，再到如今全面实施上级

医院“号源下沉”，家庭医生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居民接受度高了，

主动咨询明显变多了。

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朱兰觉得，这

一次上海在各个层面对“号源下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目前

中心成功实现向上转诊的患者当中，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需

求，主动咨询转诊的。

朱兰告诉《新民周刊》，“号源下沉”还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带来一个红利：家庭医生签约量上升了。患者想要向上转

诊，前提是和家庭医生签约。

记者采访了解到，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号源下沉”

全面实施之前对家庭医生统一培训，确保人人知晓，人人会操作。

  在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王杰表

示，目前尚未碰到过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而盲目“点菜下单”的

病人，大部分想要转诊的病人事先都做过功课。

有家庭医生认为，和过去相比，此轮新政中“向上转诊”

变得更有信心，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过去转诊主要发生在医

联体内部，而现在全上海市的二三级医院专家号源都能够在平

台上提前预约，这大大增加了家庭医生操作转诊的底气。

上海市徐汇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上海首批完成康复中心建设的基层

医疗机构。摄影 /王仲昀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顾丹正在诊疗。摄影 /王仲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