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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点
燃了无数人的创业热情，也让
站在风口上成为各行各业的目
标，毕竟有东风，谁都想搭一
班。时至今日，“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令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
行充分融合，也创造出新的发
展机会，不断倒逼传统行业转
型升级，同时，国家也愈加正视
“互联网+”这股东风。

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央网信办、国家卫生健康
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
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医
疗，以互联网优化就医体验，打
造健康消费新生态。

风口上的互联网医疗该如
何发挥优势？

疫情让互联网医疗
不再“轻如鸿毛”

“远程诊疗、在线指导、线
上复诊……”其实，互联网医疗
并不是新鲜词汇。早在2018
年 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
了《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
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
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
(试行)》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
绝大多数医疗机构来说，互联
网平台更像是“鸡肋”一般的存
在，有的甚至只是一个类似“摆
设”的样子工程，这也是一直以
来令业界诟病的地方。然而今
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令各方对互联网医疗有了
崭新的认识：互联网医疗不再

“轻如鸿毛”，而是一种必要的
补充。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不
仅缓解了医疗资源不足的压
力。同时，又极大满足了人们

“不能出门、但要看病”的需求。

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互
联网医疗的政策扶持，今年3
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
网+”医保服务的指导意见》，明
确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在互联
网医疗机构复诊可依规进行医
保报销。

互联网医疗赋能慢病管理

疫情令无接触诊疗逐渐成
为刚需，无接触诊疗不仅有效降
低了患者线下的感染风险，缓解
线下医院的就诊压力，同时也满
足了疫情下慢病患者和轻症患
者的居家治疗与用药需求。

《中国互联网慢病管理行
业蓝皮书》显示，随着人口老龄
化和居民健康意识提升，加之
政府对于线上平台复诊、处方
药开具、医保支付的开放以及
基层家庭医生的推广，中国互
联网慢病管理市场将快速发
展，市场潜在规模达人民币
3000亿元。

此外，蓝皮书还指出，中国
的慢病人群基数较大，预计到
2024年，中国的高血压、心脏
病患者将达到3.8亿人，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糖尿
病、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
也都在1亿人以上，恶性肿瘤
患者达500万人。这些慢病患
者具有治疗周期长、无法治愈、
病因复杂等特点，其治疗需进
行长期健康管理以减缓病程，
预防并发症。

“我奶奶是糖尿病患者，
需要定期去医院检查、取药，
但自从疫情暴发，去医院就
成了一件不好办的事儿。”北
京市民姚垚告诉记者，疫情
期间，定点医院号难挂不说，
她也担心奶奶常常出入医院
增加感染风险。

疫情常态化下，与姚垚奶
奶有同样需求的人不在少数。
巨大的市场也在不断催生和倒
逼行业新业态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受到公众
的关注。

医联正是看到了互联网医
疗的广阔前景，专注于做好患
者的互联网慢性病管理。如何
利用数字化赋能行业，是他们
眼下的发展重点。医联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医联借助互联网技术手段，为
就医不便的慢病患者开通“慢
病云诊室”，提供治疗建议、电
子处方、送药上门、用药指导、
心理辅导、生活方式干预以及
医保支付等一站式慢病管理服
务，实现“从诊到药再到支付”
的服务闭环，降低患者外出染
病风险。

规范发展是关键

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行
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二

字。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明
确提出，要规范推广慢性病互
联网复诊、远程医疗、互联网健
康咨询等模式。

如何规范行为？亦成为现
阶段各家互联网医疗机构应注
意的问题。医联方面表示，在
专家的指导下，医联将结合临床
指南和临床路径，制定科学、有
效的互联网慢病管理标准，为患
者提供一系列有效、低价、可及
的院外慢病管理服务，从而使患
者的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企鹅杏仁是由企鹅医生与
杏仁医生合并而成，致力于为
国人打造全新的医疗健康生态
系统。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构筑完
善的医疗体系，为患者提供高
品质的医疗服务，“在规范推广
慢性病互联网复诊、远程医疗、
互联网健康咨询方面，我们将

不断优化诊疗流程，完善信息
安全方面机制建设，提升家庭
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以家庭
医生为联结纽带推动分级诊
疗，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基
层，助力基层医疗的健康发展，
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一站式医
疗健康服务体系。在家庭医生
医疗体系的基础设施搭建完成
的基础上，以患者以及家庭为
中心，实现线上到线下的医疗
闭环，从而为大众提供全周期
的健康管理。”

此外，业内专家也指出，尽
管互联网医疗在我已提倡和发
展了多年，但目前仍有诸多不
完善的地方，互联网技术也并
不是“即插即用”，而是要顺应
医疗行业的转型和医改的方
向，充分发挥出互联网自身优
势，才能真正解决医疗行业的

“痛点”和“短板”。

疫情促互联网医疗站上风口疫情促互联网医疗站上风口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
球范围内蔓延，大众对公共卫
生健康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近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李兰娟在2020世界人
工智能健康云峰会“AI+公共卫
生”专题论坛上，聚焦AI推动医
疗健康新变革，分享了中国抗
疫成果及人工智能在防疫中的
应用。她表示，疫情防控中，AI
在公共卫生、疫情研判、情绪管

理、地图服务、基因检测、药物
研发、互联网医院等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在武汉我们与死神斗
争，抢救了很多危重病人。有
个病人当时非常危重，瞳孔已
经散大，通过全力抢救，在人
工肝干细胞救治下，这个病人
终于救回来，治疗获得成功。”
李兰娟说，为了降低新冠肺炎
的病死率，团队“三赴武汉”，
秉持“四抗”“二平衡”的策略，
应用人工肝设备，把患者血液
当中的炎症介质清除掉，患者

的呼吸困难状况能够立即得到
改善。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已
经运用在战“疫”一线中，以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变
革力量，在疾病诊断、筛查随
访、药物研发、物流配送等各方
面显示出巨大潜力。“新冠肺炎
是一个完全的新发的传染病，
研发药物没有那么快，所以我
们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从
151种上市的老药当中分析出
了 5 种对病毒可能有效的药
物，到我们的实验室。在已经

分离到病毒的基础上，用这些
药物抑制病毒，临床上已经得
到了很好的应用。”李兰娟介绍
道，选择一些有效的抗病毒药
物，对病人减少重症发生是十
分重要的，下一步也可以利用
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进一步分析
它的结构，研发新的药物。

此外，通过远程门诊、远程
咨询、远程服务，互联网医院对
于今后的医疗改革也起到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兰娟表示，
未来的AI，加上区块链，将对打
造全国一体化的公共卫生应急

响应会产生更加重要的作用。
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应急

管理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如何通过AI、互联网、大数据、
5G、云计算等技术帮助医疗卫
生服务进一步落地，衔接线上
与线下服务,如何更好利用AI
技术助力疫情防控、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完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分级诊
疗，提高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性，
并且探索在慢性病、常见病领
域的健康管理,将是接下来业
界要探讨的重要议题。

AI+AI+区块链区块链 将对打造一体化公共卫生应急响应发挥作用将对打造一体化公共卫生应急响应发挥作用

四川盐源：义诊暖人心 服务到家门

7月14日，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对口帮扶盐源县指挥部组织城市医务工作者开展医疗巡诊
活动，医疗专家们进村入户，为村民送药、送健康，让彝乡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据统
计，该市近年开展巡回义诊25次，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7000余人次。图为眼科医生李开明为村
民义诊。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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