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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排队，在家也能看上
中医专家门诊；复诊不用奔波
往返，一部手机便可在线咨询；
问诊过后，药品还可通过快递
到家……上述便捷的就医方
式，近日在上海市中医医院互
联网医院得以实现。

以上仅仅是中医拥抱互联
网的缩影。目前，“互联网+医疗
健康”在中医领域取得了怎样成
绩？拥抱互联网，中医面临哪些
痛点？未来互联网中医之路如
何继续？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超1.4万家中医馆
接入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十三五’期间
共投入5.3亿元开展了中医馆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目前累计接入
基层中医馆的有1.4万多家，平
台注册的医生近4万人。”日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司副司
长贾忠武在国家卫健委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如是介绍。

此外，中医药信息化基础
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名老
中医经验传承系统、中医辅助
诊疗系统等中医药特色系统得
到了发展和初步的应用，多地
也大力发展了‘智慧中药房’。”
贾忠武说。

记者注意到，围绕“互联
网+医疗健康”，2016年，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实施了《中
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
划》；2017年12月，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
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的指导意见》。

与此同时，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也在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
研究与制定，发布了90余项中
医药信息化的团体标准。

互联网中医不仅仅看上去
很美。“许多人认为，中医作为
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与现代
科学技术的结合不是那么很容
易，在‘互联网+’方面是不是也
相对落后一些？实际情况不是
这样的。”贾忠武介绍，很多中
医院在医院管理、患者就医、住
院服务、药事服务等方面，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广大患
者到中医医院也感受到了更加
便捷、更高水平的服务。

望闻问切受阻在线问诊

中医在插上互联网翅膀的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关于中医互联网诊疗面临
的痛点，贾忠武提到中医药诊疗
特点的个性问题，“中医看病传
统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望得看本
人各方面的症状、表现，甚至包
括气色；闻，不仅有一些听的，也
有一些闻气味的；问诊通过互联
网医疗可以实现；但切脉或体格
的检查，目前通过远程医疗还存
在一定困难。”贾忠武介绍说。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中医
的望闻问切的诊断过程中，虽
然部分问题可以通过上传照片
的方式解决，但对于其他的侦
察手段，特别是脉诊，目前技术
条件还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办
法。”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中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张红说。

张红介绍，在药品配送环
节，中医常用的草药、汤剂等，
对保质期、保存条件等有较高
的要求。如何与第三方物流进
行密切合作，完成特殊药品的
配送工作，此类问题还有待未
来探索解决。

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中医互联网诊疗也是
各界关注话题。全国政协委
员、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曾
芳说：“当前已有不少科研人员

尝试将高新技术引入中医诊断
中，在中医药传统理论指导下，
通过研发智能装备，提升传统
中医的望、闻、问、切的精准
度。不管是中医理论，还是诊
疗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学科
交叉是能真正实现中医药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中医之路如何继续

讲究“望闻问切”的中医如
何突围在线问诊？谈到具体的
解决方式，贾忠武介绍，一方面
通过中医辅助诊疗系统解决不
能当面沟通的问题，使诊疗系
统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准确
化。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利用

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使互动
更流畅、远程画面传接更准确。

同时，贾忠武认为还要不断
提高民众中医药素养，使民众在
向中医大夫描述自己的症状和
感受时，可以更流畅、深入，提供
更多的信息量。通过这些手段，
逐步来解决在远程医疗方面中
医药存在的不足和短板。

在中药服务方面，记者注
意到，京东健康推出中药饮片
服务平台，为用户带来中医在
线问诊、按方抓药、中药饮片代
煎及配送到家的一站式服务体
验。用户在京东健康中医院在
线问诊后，可直接通过手机拍
照处方并上传，实现“按方抓
药”，享受同仁堂健康、康仁堂、

本草方源等企业提供的中药代
煎等中药饮片相关服务。

也有相关企业试图为中医
插上科技翅膀。近日，全国中
医连锁管理集团固生堂中医与
上海中医药大学达成协议，未
来双方将共建现代化工程技术
中心，合作开发包括智能穿戴
设备在内的各种高科技产品。

固生堂中医相关负责人介
绍，相关技术产品将通过舌苔、脉
搏进行各种图形化、数据化分析
之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一方
面更好完成医患双方远程诊疗的
准确性；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高质
量的数据，培养出中医大数据和
AI人工智能运算，可以加快中医
在诊疗过程当中的数字化进程。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你打疫苗了吗？”最近新
冠疫苗开始全民接种，这句话
成了人们相互之间的问候语。
根据卫健委官网数据，截至
2021年4月1日，各地累计报
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2661.6
万剂次。

记者注意到，各地政府为
了宣传新冠病毒疫苗，提高人
们打疫苗的意识，纷纷推出标
语，“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苗
苗苗苗苗”“每个人的身上都有
苗苗，让我为你打苗苗”类似的

标语登上微博热搜。
然而，网上也传出了一些

不同的声音：有人担心新冠
病毒疫苗会有副作用；有人怕
免费新冠病毒疫苗不安全；有
人觉得疫情快结束了，想再等
等看。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在国
内防控得很好，但并不能错误
地认为疫情离我们很远。疫
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而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手段。”国
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
视员贺青华在近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强
调，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有必
要的，疫苗能让更多人群获得
免疫力、保护力，降低发病、重
症和死亡的风险，从而在我国
逐步建立起免疫屏障，阻断新
冠病毒传播。

什么样的人不能打新冠病
毒疫苗？新冠病毒疫苗是否有
不良反应是公众比较关心的话
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表示，首先，公众
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需要如
实向接种医生告知身体健康状
况及其既往的病史、过敏史等

信息，以便医生进行综合评价，
判断是否适合接种疫苗。其
次，由于新冠病毒疫苗特性及
个体差异，接种疫苗后可能会
出现红肿、硬结、头痛、乏力、低
热等不良反应，但总的发生率
还是相对较低的。“局部反应不
需要处理，会自行痊愈，疑似不
良反应的病例还将进一步检
查。研制部门将持续推进相关
评估。”王华庆说。

此外，贺青华补充道，我国
目前接种的主要对象是18-59
岁的人群，关于60岁以上人群
接种，部分地区在充分评估健

康状况的情况下和被感染风险
的前提下，已经开始为60岁以
上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老人开展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同时，疫
苗研发单位也在加快推进研
发，在临床试验取得足够安全
性、有效性数据以后，将大规模
开展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疫
苗接种。

下一步，卫健委将继续按
照区分轻重缓急、坚持知情、同
意、自愿、免费接种，常态化防
控与接种工作相统筹，安全、有
序、有力地推进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

开展全民疫苗接种 构筑市民免疫屏障

““互联网互联网++中医中医””再提速再提速
望闻问切如何在线完成望闻问切如何在线完成

合肥：新冠疫苗接种增设“夜间窗口”

为全力保障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工作顺利开展，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

设“夜间接种窗口”，为白天因工作而没有时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上班族”提供便利。图为3月30

日晚7时许，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辖区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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