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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患者“三耗”难题

去医院就医往往得“不怕
麻烦”。

挂号、门诊、检查、拿结果、
确诊、开药、交款、接受治疗并
拿药，这是一般情况下患者就
医的必经流程。在疫情最为
严峻的时候，为配合防疫需要
去医院看病还需增加核酸检
测的环节。这样繁琐的流程
对于本地患者而言尚可接受，
但对于外地患者来说无疑是

“耗时间、耗精力、耗钱”的就
医体验。

与时间赛跑，与流程掰腕
成了部分患者的日常。

今年30岁的李先生正是
其中的一员。他肺腺癌术后不
幸复发，基因检测EGFR19外
显子突变，口服易瑞沙治疗后
没有发现明确的耐药突变，目
前一直处于化疗中。“外地人来
北京求医，是真的不方便。像
我这种需要长期就医的人，就
更不方便了。”李先生告诉记
者，为了免于来回折腾，他从
2020年 2月开始通过门诊在
医联平台上进行治疗。

“近期，北京疫情较为严
重，进京不便，加上医院床位紧
张，作为外地人的我不得不选
择在当地进行化疗。由于我是
外地医保，很多门诊药品无法
报销，受疫情管控也不能总到
门诊开药，不少升血药我们本
地根本没有。幸亏医联的主任
通过线上复诊续方的方式帮我
开药，2天就能邮寄到家，缓解
了我在当地化疗药物不足的问
题，费用和在医院门诊费用基
本保持一致。”李先生告诉记
者，在医联就医之前，自己去北
京看病，每次不算问诊治疗费
用，仅吃、住、路费就要花费
1000多元。现在通过互联网
医疗就医，单次问诊的费用在
125元左右，不仅方便而且也
大大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

当被问及治疗与服务的感
受，李先生说：“其实因为长期
化疗的缘故，我的血象检测并
不好，医联上分配给我的团队

助理每次都会按时提醒我在家
复查血象、帮我解读指标、整理
病例。我在化疗过程中出现不
舒服的情况，主任也会给予相
应指导，异地化疗期间也全程
线上参与，通过线上问诊的方
式帮我核实治疗方案。”

对于李先生这类患者而
言，像医联这样的互联网慢病
管理平台无疑化解了诸多不
便。艾瑞测算数据显示，诊后
阶段线上模式算上线上问诊、
医药及医护到家的医疗服务成
本，平均单人每次医疗成本仅
395元。然而，线下就医的模
式平均成本则高达每人每次
1080 元。相比而言，使用互
联网医疗诊后方式无疑能够
节省更多医疗资源，提高全社
会医疗服务供给效率，让饱受
疾病困扰、有着诊后医护需求
的人群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
治疗和更舒心地就医体验，从
而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健康高
效地发展。

精细化智能化成为趋势

互联网医疗的服务已经愈
加精细化、智能化。

目前，市场上存在最为普
遍 的 互 联 网 医 疗 模 式 为

“B2B2C”，即通过用户终端应
用，将医生和患者连接起来，设
置急速问诊和找专家模块，通
过线上问诊的模式向患者收取
相应费用，例如阿里巴巴旗下
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医鹿，针对
线上问诊开设了不同的模块，
可以通过首页搜索进行问诊，
同时开设急速问诊，7*24小时
在线，另外还开设找专家模块，
按科室和疾病进行分类以满足
患者的不同需求。

在此基础上，随着用户的
需求日趋具体化，互联网医疗
平台随之细分，针对的患者群
体也更加具有针对性。

“医联的定位就是慢病管
理平台，我们计划朝着技术门
槛高、整合难度大、对患者结果
负责的方向来做疾病管理的全
流程服务。”医联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联利
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划定慢病

专科，然后让专科医生和平台
上的医生助理+健康管理师共
同为慢病患者提供长期规范的
诊疗服务，包括建立个人电子
档案、定制化方案分级、病情管
理、指标反馈、生活方式干预、
治疗方案调整、定期评估治疗
效果等。

事实上，患者的依从性一
部分源于对医生的信任，如何
建立医患双方的信任也成为互
联网医疗企业努力的方向。据
上述负责人介绍，在医联，医生
首先在医联平台注册备案，在
和患者完成首次线下面诊，医
患彼此建立信任基础后，患者
才会扫描医生的二维码完成医
患绑定，进而在医联平台上进
行慢病复诊行为，因此平台上
的医患关系相对更加稳固。

此外，可穿戴医疗设备的
模式也是目前较为流行和普遍
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早在2015年就布局移动
医疗的乐普医疗推出了乐普医
生，乐普医疗公司移动医疗事
业部总监曹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坦言：“乐普医生依托数字医
疗、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通
过旗下可穿戴设备，对多项人
体体征参数（心电、血压、血氧
等）进行实时监测和自动分析，
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场景的医
疗服务和健康管理需求，并就
此建立起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的平台，达到‘防病-治病-养
病’的生态闭环，相当于为每位
用户都配备了一位了解自己的
家庭医生。”

据曹君介绍，近期，乐普医
疗还为老年群体和慢性病患者
专门设计了“乐小乐AI健康陪
伴机器人”，通过配套的智能指
环等检测设备，用户在家即可
进行多项体征的健康自测。检
测完成后数据会自动上传到乐
普医生后台，通过基于大数据
的人工智能系统分析生成检测
报告。一旦发现检测数据异
常，乐普医生平台将自动向用
户进行预警及告知。在检测结
果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用户需
要进一步咨询，也可通过机器
人连接到平台的医生进行视频
问诊，医生根据设备采集的数

据能够准确了解用户情况，并
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

医生患者双受益

中国每年医疗卫生支出近
7万亿元，互联网医疗市场潜
力大。

据 Analysys 数据显示，
2015-2019年期间，我国互联
网医疗市场规模呈逐年增长态
势。2019年互联网医疗市场
规模为1336.9亿元，同比增长
35.6%。2020年受疫情影响部
分医疗服务由线下转至线上，
市场规模增至1960.9亿元。

而据《2020中国互联网医
疗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互
联网医院月接诊患者超过3亿
人次，已上线互联网医院数量
超600家，持牌网上药店数为
693家，互联网医疗月活用户
规模超过5400万，在线医疗月
活用户峰值超6000万，月活用
户同比增长17%。

广阔的市场之下，也孕育
着对医生和患者的福音。

“‘互联网+医疗’服务形
式不仅有助于患者，也为医生
学习进修提供了很大帮助。”解
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心脏
内科主任医师刘春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针对患者，互联网
医疗新模式创新下，推出医生
助理和健康管理师的角色，辅
助医生，为医生节省了更多时
间和精力，同时，也能及时收集
患者病历资料并传送给医生，
自行进行病情梳理，为医生和
患者的沟通提供最简便快捷的
途径。

医联的相关负责人也指
出：“线上+线下的联动模式，
可推进公立医院的分级诊
疗，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有
效地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
行业现状。”

此外，刘春萍还认为，互联
网平台还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增添了“双翼”：以互联网为载
体，医疗服务有了新形式，如形
式丰富多样的健康教育、医疗
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
风险评估和在线疾病咨询等；
互联网具有便捷性和时效性等性等

优势优势，，可以针对患者的不同诊可以针对患者的不同诊
疗需求疗需求，，提供不同形式的选择提供不同形式的选择。。

行业高速发展下的痛点行业高速发展下的痛点

近年来近年来，，国内互联网医疗国内互联网医疗
行业发展迅速行业发展迅速，，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这样的““黑天鹅黑天鹅””事件也如催化事件也如催化
剂一般剂一般，，倒逼互联网医疗行业倒逼互联网医疗行业
步入高速发展期步入高速发展期。。

据了解据了解，，在国家卫生健康在国家卫生健康
委的委属委管医院中委的委属委管医院中，，互联网互联网
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诊疗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了 1717
倍倍。。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一些第三方互联网服务平
台的诊疗咨询量也比去年同期台的诊疗咨询量也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增长了2020多倍多倍，，处方量增处方量增长了
近10倍。

尽管患者需求激增、市场
前景广阔，但互联网医疗行业
仍存在明显痛点。

“从患者角度看，有一个十
分明显的痛点，就是患者和医
生的专业程度和表达方式都不
一样，患者在线上如何能够准
确地描述和表达病情；从企业
角度来看，目前，很多互联网医
疗企业的营收主要来源于药品
销售，如何开发多元化的商业
模式，是企业需要考虑的问
题。”亿欧智库高级分析师王思
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互联
网医疗应融合发展，如互联网
医疗企业可以和商业保险公
司、医药公司以及一些第三方
检测的公司合作。“我觉得多元
融合不仅可以增加患者的服务
场景，更能促进各个细分赛道
实现双赢。”王思晗说。

在医疗互联网行业专家白
吉可看来，目前，中国互联网医
疗行业发展的核心难点是谁
付费即谁买单的问题。“行业
内 无 论 是 锚 定 TOD 还 是
TOC，都会面临获客、盈利、稳
定性等问题。互联网医疗作
为链接供求两端的技术支撑
行业，对传统医疗行业比如医
院、药企、实体药店的依赖较
强，如何更好地整合上下游的
资源，通过互联网的连接属
性，更好地服务医生和患者两
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所有
互联网医疗企业应该思考的问
题。”白吉可对记者说。

此外，白吉可建议应借助
医保付费的东风，联合保险等
多种支付途径，企业应当全面
拓宽医疗服务半径，解决线下
医疗服务的痛点，苦练内功，沉
下心来打造相对于实体医疗服
务有竞争力的核心互联网服务
产品。

被资本寄予厚望的互联网医疗被资本寄予厚望的互联网医疗
如何行稳致远如何行稳致远

互联网医疗被新冠肺炎疫情和资本“插”上了高飞的翅膀。

2020年12月，成立仅6年的京东健康市值一度超过了6000亿港币；紧随

其后，丁香园宣布完成5亿美元融资；近日，睿心医疗也对外宣布完成B轮近3

亿人民币融资……这是资本的故事，也是肉眼可见的蓝海。前景可观的互联

网医疗行业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被疫情倒逼而高

速发展之下又隐匿着哪些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