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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家庭医生签约患者，市级医院建立了签约服务

窗口和签约信息自动识别机制，及时调整就诊排序。

信息技术支撑“上下转诊”闭环

在整个号源下沉工作中，家庭医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完善的分级诊疗需要“上下转诊、延续医疗”最终形成闭环，

离不开数字化的支撑。

又是一个工作日，家庭医生金鸣看诊的第三个签约病人袁

阿姨，想预约瑞金医院的专家，经过金医生处初步诊断，袁阿

姨确实有转诊的需要，她打开上海市分级诊疗系统进行操作，

只见转诊需求一栏有患者的病史摘要，初步诊断名称以及转诊

理由。转诊医院可以通过拼音首字母查询二三级医院。

“一般来讲，社区转到二三级医院是没有选择限制的，我

们会优先帮助患者转到签约的上级医院。比如居民如果签约的

是中山医院和闵行中心医院，我们也不仅仅局限于这两家医院，

而是根据居民的实际病情转到最合适的医院。”金鸣说。

二三级医院对医生擅长的疾病进行详细编码，转诊时，家

庭医生只需选择相应的签约医疗机构组合，就会弹出相关推荐

专家目录。

“我们鼓励家庭医生与二三级医院专科医生开展双向转

诊，如果有的疾病还没对应专家，可以通过疾病编码来完成更

为精准对接，长此以往，可以渐渐形成清晰转诊路线。”上海

市卫健委表示，预约号源政策不是单纯追求转诊数量，而是给

首诊在社区的居民提供更多便捷，促进形成完善的分级诊疗制

度。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宦红梅主任告诉《新民

周刊》，精准转诊是上海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一

个缩影。人工智能应用还进一步拓展了基层服务能力提升的新

路径。2021 年 10 月，上海市建立市级“互联网+”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平台，实现在线签约、解约、健康咨询等全流程服务。

近年来，上海不断通过信息化赋能家庭医生。目前，闵行

古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使用的“闵行区家医签约服务

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系统后台可根据患者的门诊次数、费用、

诊断等数据来分析，比如，就诊频次超标、单次费用过高等，

结合健康评估报告，医生可以适时进行指导干预，提供有针对

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这些均来自于上海市分级诊疗系统的后台大数据。

数据的快速汇聚以及智能化分析，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应用。

这让管理人员能第一时间精准把握新政策的落实情况。

从社区转诊预约号源分布来看， 60 岁级以上老年人是接受

转诊服务的主要人群，占比达 77%。从每天的分析报告，可以

看出哪些专家是社区需要的，哪方面能力是社区需要提升的。

类似的报告，也出现在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申

康”）负责人的桌上。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国有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是市

级医疗机构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营的责任主体和政府办医

的责任主体。  

50% 的号源提前向社区开放，以此确保家庭医生的优先权。

每位出诊专家开诊前两天会再放 2 个号单独留给社区，以满足

居民的临时就医需求。为了保证号源下沉的公平公正、应给尽给，

申康制定了一个监督机制，针对放出来的号源由专人进行随机

线上抽查。比如，未放出号源的专家本周是否有坐诊，坐诊医

生下沉比例是否合理等。

目前，市级医院根据签约居民的具体情况，综合疾病复杂、

分科细化等因素，也会进行二次分诊。“如果出现分诊不够精

准的案例，发现一例处理一例。”

上海市卫健委介绍，新政策下一步的走向是“用人工智能

等方法提升预约号源发放的精准度”。目前专家号统一按一定

比例下放，未来会按照老百姓的就诊需求动态调整不同专家的

下沉号源，同时备注专家擅长的亚专业，保证想看糖尿病的患

者能看到内分泌科里擅长糖尿病诊治的专家，而不是宽泛的内

分泌专家。

社区医生使用上海市分级诊疗系统为患者转诊到上级医院。摄影 /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