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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互联网的东风吹起，互联
网医院也搭着这股风潮如雨后
春笋般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

事实上，互联网医院的概
念从2011年萌发，到2015年
底全国第一家互联网医院——
乌镇互联网医院横空出世，再到
银川互联网医院“中关村式”的
发展；从前景来看，线上医疗已
成为大势所趋，就连资本都陷入
了对互联网医院跑马圈地的境
地。然而，互联网医院投入大、
业务新、好医院寥寥无几，也成
为其目前发展面临的困境。

互联网医院究竟是凭风而
起的泡沫机遇，还是潜在海底
尚未发威的蛟龙？其下一站风
口又在哪里？

疫情加速互联网医院建设进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犹如一把无形的大火，加速了
互联网医疗需求的释放，互联
网医疗建设进程显著加快。

为了减少人群聚集可能带
来的感染风险，“互联网+医疗”
是相对高效又减少风险的模
式。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择
在线问诊购药，部分公立医院
的服务也逐渐由线下转向线
上。疫情让医生和患者的习惯
逐渐改变，数字化医疗迎来新
拐点。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
成900多家互联网医院，2200
多家三级公立医院已实现院内
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超过
7000家二级医院提供线上服
务。这一数据相较于2018年
的100多家互联网医院而言已
是大幅增长，加之在疫情的催
化作用下，互联网医院的建设
数量、实体医院搭建互联网医
院的需求量均大幅增加。

“疫情期间求医看病还得
提前做核酸检测实在不方便，
所以我开始尝试在网上就医。
没想到在自己不出家门、医生
也不必上门的情况下就把病治
好了。”广州市民李广义告诉记
者，去年他身上起了大片疼痛
难忍的红疹，因为等不及核酸
检测出结果再去医院就诊，所
以他选择了直接在互联网医院
挂号就诊。“医生最终的检测结
果是我患上了带状疱疹。整个
就医过程十分便捷，线上挂号、
咨询问诊、开具电子处方、等待
药品审核配送，一气呵成。”李
广义说。

此外，政策利好也大大促
进了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与建
设。2018年4月，国务院正式
下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
探索医疗机构处方与药品零售
信息共享，探索放开院外处方
和第三方配送；2020年12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部门联合
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
的通知》指出，医疗机构要充分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
术拓展服务空间和内容，积极
为患者提供在线便捷高效服
务，以及随访管理和远程指导，
逐步实现患者居家康复。

不仅如此，各地方政府也
开始鼓励互联网医院的发展。
近日，北京市出台《互联网医院
许可管理工作规定》，鼓励三级
医院通过互联网医院向基层

“下沉”，这意味着未来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公立医院向互联网
医院进发。

监管难亟待破解

尽管互联网医院为患者就
医提供了诸多方便与实惠，但
监管难也成为阻碍其发展的一
大痛点。

李广义坦言，他之前一直
不敢尝试网上就医，就是担心
互联网医院在线上问诊、开具
电子处方以及药品的审核配送
的流程中存在监管漏洞。

对此，合肥高新心血管病
医院院长方唯一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指出，其医院开设的互联
网医院——合肥高心乐普互联
网医院的运行需要接入省级互
联网医院监管平台，监管平台
由安徽省互联网医院质控中心

负责使用，各互联网医院所有
诊疗信息都会实时上传该平
台，医院的日常诊疗均接受平
台监督。

“合肥高心乐普互联网医
院设置了线上问诊、开具电子
处方、药品审核配送功能体
系。”方唯一告诉记者，所有出
诊医师均经过统一培训及考
核，医师开具电子处方后均需
药剂师审方，合格后方可进入
配送流程。配送则是与正规快
递公司合作，由快递公司在约
定时间取药并配送，以保证用
户准时收到药品。

事实上，随着医保把互联
网诊疗纳入报销范围，线上复
诊、送药到家正在成为新趋
势。然而，在线上诊疗的过程
中，对于一些有药品销售业务
的商业互联网医院，可能存在
鼓励医生给患者多开药，甚至
和制药企业合谋推动过度用
药、拉升网上药品销量；平台缺
少线上处方审核监管环节、缺
乏针对过度用药的管理等问题
也逐渐暴露。

因此，全国政协委员、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
卫生健康委主任马秀珍建议，
把线下公立医院改革中积累的
医药分开经验同步在线上推
行，将“医”和“药”分业经营：互
联网医院的经营主体及其下属
机构不能从事药品销售业务；
反之，从事线上药品销售的经
营主体及其下属机构也不能开
设互联网医院或开展互联网诊
疗服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办医，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发展，
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
出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
发展。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
意味着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行
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国家
将对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中的
不规范行为进一步加大监管，推
动互联网医疗建设进入合规、可
持续、健康发展轨道。

下一站风口：
助力老年人无障碍就医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我
国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人均寿
命不断提升。数据显示，到
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将突破3亿人，2033年将
突破4亿人。然而，老年人的
总体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失
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较
大，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口数
量仍在持续增加。因此，老年
人的就医需求不断加大。

实际上，由于老年人大多
体质差、疾病多、诊治难度高，
社区医院和小诊所往往不愿收
治，而到大医院就医又要排长
队，如果没家人陪同，老年人独
自就医将成为一大难题。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副院长徐凤芹看来，要顾及医
疗服务的公平性，关注老年人
群体。她认为：“慢性病患者以
老年人居多，但很多老年人不
会使用互联网医疗，如何更好
地为老年人服务，是互联网医疗
下一步发展中要考虑的问题。”

“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
的多层次智慧医疗服务体系实
现无障碍就医，缓解老年人看
病难的问题。”方唯一告诉记
者，以合肥高心乐普互联网医
院为例，其致力于通过互联网
信息技术连接医院、医生和患
者，以打造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效能，打造
专业的互联网分级诊疗平台。
不同于互联网医疗平台，互联
网医院立足于医疗服务，更侧
重健康管理的智能化创新，以
县医院、社区（乡镇）医院、村卫
生计生服务室、实体药店等便
民场所为就诊点，使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成为互联网医院
的自然延伸，形成以“互联网+
医疗”的多层次智慧医疗服务
体系，实现无障碍就医。

方唯一进而提出，一方面，
互联网医院要成为居民首诊及
分诊的便捷入口，有效推动分
级诊疗体系建设，实现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满足基层群众医
疗服务需求。同时，快速实现
功能丰富化，打造集健康大数
据收集、分析，健康教育、健康
管理与疾病预防，网上诊疗、康
复为一体，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全新O2O诊疗模式，满足用户
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互联网
医院还能实现用户、专家在线
问诊，针对复诊患者（如常见病
和慢性病患者），通过远程技术
帮助医患双方完成在线复诊及
会诊。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病情诊断、处方开具和在线医
嘱等系列医疗服务。患者在乌镇互联网医院开设在杭州一家药店内的接诊点通过远程医疗视频系通进行就诊。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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