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大健康观察▶▶▶大健康观察▶▶▶

延 续 了 全 程 可 追
溯、责任倒追的原则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中国互联
网医院数量已超过 1600 家。对于高
速发展的互联网医疗行业来说，《意
见稿》的出台将让互联网医疗告别过
去的“野蛮生长”，进入规范、高质
量发展阶段。

《意见稿》 的细则落地，也释放
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互联网诊疗
要与实体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做到最
大限度的“同质”，让互联网诊疗回
归医疗服务的根本定位。“这个文件
的具体内容基本上延续了全程可追
溯、责任倒追的原则。”中国社会科
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秋
霖说，“线上线下的要求更加明显一
致，很多要求都是线下医疗机构的基
本要求。”

而监管新规在未来的落地，也将
对各类医疗机构和开展互联网诊疗服
务的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综合
来看，《意见稿》 欲实现的全方位监
管大大提高了行业的进入门槛，这有
利于那些平台技术和运营基础强、以
提供严肃医疗服务为主的互联网诊疗
平台。

将互联网诊疗与药品
销售行为进行“隔离”

《意见稿》 提出，对一部分互联
网诊疗、处方行为进行明令禁止。

“医师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
由本人接诊。其他人员、人工智能软
件 等 不 得 冒 用 、 替 代 医 师 本 人 接
诊。”这一要求对目前市场上一部分
利用 AI 技术手段提供问诊服务的行
为做了限制，以杜绝各类平台将非执
业医师、AI 软件作为接诊、开方
工具。

《意见稿》提出，“禁止统方、补
方等问题的发生”，“医疗卫生人员的
个人收入不得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
相挂钩”，“医生不得指定地点购买药
品和耗材”。这意味着，将互联网诊
疗与药品销售行为进行“隔离”，防
止互联网诊疗平台将诊疗行为“异
化”为处方药营销工具，也将对市场
上的部分处方外流、DTP 药房等业
务提出了挑战。

“随着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有
一部分营销手段转移到了线上，在线

上就出现了以药养医的问题，甚至是
回扣的问题，这对互联网医疗长期发
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陈秋霖说，

“文件明确了不能做这些违规行为，
特别是不能让药品的收入和医生的收
入进行直接挂钩。这也是我们一直呼
吁的，千万不要让医改解决的线下问
题转移到线上。”

提 高 行 业 准 入 门
槛，鼓励“高精尖”

《意见稿》 对互联网诊疗全流程
进行了数字化监管，意在实现全国行
业在统一规则下发展。《意见稿》 细
则落地后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将出
清“低小散”的平台，技术平台完
善、运营成熟的大型互联网诊疗平台
的“高精尖”平台将受益于行业的规
范化管理。

如《意见稿》第十四条提出，医
疗机构应当将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
医务人员信息与省级监管平台共享。
第二十条提出，医疗机构电子处方、
处方审核记录、处方点评记录应当可
追溯，并向省级监管平台开放数据
接口。

除此之外，《意见稿》 还提出了
多项对于互联网医院信息技术平台的
要求，如：提出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的机构要有专门部门管理互联网诊疗
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药学服务、
信息技术等业务；要求互联网诊疗过
程中所产生的电子病历信息，应当与
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系统共
享，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质控；同时
还提出建立网络安全、平台信息安全
三级及以上等保等。

以上均对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主
体的数字化能力提出了要求，因此是
否具备相应的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
及相关的技术能力和运营管理经验将
成为合规运营的重要前提。

政策渐次落地，利
好行业向高阶发展

此次《意见稿》所提出的对互联
网医院的分类、诊疗范围的界定延续
了此前文件的规则，与一系列利好行
业发展的政策一脉相承，是对互联网
医疗行业规范且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
护和对新业态的支持。

2019 年 8 月，国家医保局颁布
《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

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提出
“原则上对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实行统
一管理”；2020 年 3 月，国家医保局
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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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明
确“原则上对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实行
统一管理”。

而本次公布的《互联网诊疗监管
细则》正式实施后，其所推动的互联
网诊疗服务统一标准的建立和数据互
联互通、数据共享等功能的实现，将
更有利于医保基金对于互联网诊疗行
为的规模化支付。在全国统一规范的
互联网诊疗服务前提下，医保部门即
可更为便捷地将符合要求和标准的互
联网诊疗行为进一步纳入在线医保支
付范畴。

这对在各地已经纳入在线医保支
付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来说，将成为新
的利好。事实上，医保是否支付已成
为判断互联网诊疗服务含金量的“金
标准”，医保作为最大单一支付方的
接入，显然有利于中国在线诊疗服务
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监管细则对
于互联网诊疗的收费范围、定价未做
要求，这意味着监管细则将定价权交
给了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的机构。也
就是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公立医院实行
公益性定价，市场化的第三方平台按
照市场原则运营，这对营利性的互联
网 诊 疗 平 台 形 成 自 身 竞 争 力 亦 是
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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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布《关于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简称《意见稿》），内容涵盖互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监
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等多个方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社会办医，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
发展。《意见稿》在如何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规范发展上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起草的《互
联网诊疗监管细则 （征求意见稿）》

（简称《意见稿》） 中，关于医药分
离、平台责权边界、在线诊疗的终止
条件等具体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责任
机制与底线、红线，在发展好互联
网医疗、保障好用户数据信息安
全、负责好人民身体健康等方面，
既保证了行业创新又体现了包容审
慎。大浪淘沙，互联网医疗将进入
高质量和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医生决策力更强。安全是所有
医疗行为的必要前提。《意见稿》列
出了具体执行参照 （门诊病历、住
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
同时由接诊医师判断是否符合复诊
条件，放大医生的自主决策力，在
线诊疗行为的管理有了双重保障。

由于临床医疗的复杂性，在线
诊疗中如何发挥好医生主观判断的
灵活性，也是行业多年讨论的问
题。《意见稿》中，当患者病情出现
变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
或存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
况时，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
网诊疗活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
疗机构就诊，实则与平台标准化的
硬管理取得有效互补。

冒名接诊行不通。根据 《意见
稿》 规定，医务人员需实名认证，
禁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接诊、导
诊、及处方的行为，确保是医务人
员本人接诊。此前，一些采用所谓

“某某专家团队”名义，实际却利用
助手或下级医生代替专家出诊的服
务模式存在互联网医疗中，给患者

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
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可以提

高效率，起辅助作用，但绝不是替
代作用。若人工智能完全替代医生
接诊、替代药师审方，后果不堪设
想。《意见稿》对医务人员进行资质
审核与认证提出严格要求，增加了
问诊流程中的审核环节。平台主体
或将花更多的精力进行技术的投入
和迭代，促进行业升级发展。

杜绝“以药养医”乱象。此次
《意见稿》作出了严格规定，即医疗
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严格
遵守 《处方管理办法》 等处方管理
规定，加强药品管理，禁止统方、
补方等问题发生。

统方，即对医生用药信息进行
统计，提供给医药营销人员，以供

其发放药品回扣的行为。在线上诊
疗中，部分有药品销售业务的商业
互联网医院，可能会鼓励医生多开
药，拉升网上药品销量，这将推动
过度用药。

此次 《意见稿》 处方合规监管
的意图非常明确，若落地实施，将
淘汰掉一批不合格的从业机构，有
利于净化行业环境。

鼓励行业健康发展。本次 《意
见稿》 的出台突出了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对社会关注度高、行业迫
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作了回应，激发
了行业企业健康、高速发展的活
力；并指导行业关注长期价值，给
予技术投入者以信心，告别“野蛮
生长”，促进互联网与医疗健康的融
合创新。

总体来看，新的政策将对整个
互联网诊疗行业的健康生态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互联网医疗从规模
化扩张、讲颠覆、找风口的时代，
进入了确保患者安全与医疗质量的
精细化服务时代。

（作者为丁香园创始人、董事长）

互联网医疗迈向高质量发展
李天天

互联网医疗迈向高质量发展
李天天

图为8月23日，观众在2021智博会重庆永川馆体验“智慧医疗”。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新视野▶▶▶

家住北京丰台的王建国 （化名） 67岁了，8月3日在积水潭医院进行
腰椎滑脱手术出院后一直在家卧床休息。按照医嘱，11天后王先生需要
去医院拆除18颗缝合钉，然而简单的伤口换药和拆线却成了难题。

“我父亲这次手术之后腿部出现了血栓，医生不让他下地走。了解到
有金牌护士平台可以预约护士上门护理，就果断选择了用金牌护士 APP
预约服务。”患者家属李女士说，“看到平台推荐的医院，我就选择了预
约北京世纪坛医院提供的伤口换药和拆线服务，按照平台的要求上传完
病例、填写完信息后，很快就接到了医院的回复。”

接到李女士预约的服务订单后，平台运营人员第一时间和世纪坛医
院的刘焕宁护士长取得了联系，经过护士长的协调，医院首先在 8月 14
日为患者进行了护理评估，确定可以为患者提供居家伤口换药及拆线服
务后，便安排了护理经验丰富的急诊科护士李群和矫形外科护士张均平
分别于15日和18日上门提供专项护理服务。

8月 15日，李群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上门为王先生提供了第一次
伤口换药服务。李护士专业而熟练的操作，令患者的护理体验非常好。

“不出家门，就能有三甲医院的护士上门来提供专业的护理，真的是太方
便了。”李女士评价，“有了护士上门护理，我再也不用为父亲术后去医
院的事发愁了。”

8月 18日，王先生又在家中接受了一次外科伤口拆线 （钉） 护理服
务。考虑到患者的身体情况去医院非常困难，为了更好地评估患者术后
伤口的愈合情况，北京世纪坛医院在为患者提供此次服务时，不仅派出
了临床护理经验丰富的矫形外科护士张均平，还有具备医学博士资质的
医生随行。

两次服务完成后，李女士在接受医院服务回访的时候谈道：“第一次
上门的李护士特别专业，素质非常高。一见面就感觉她特别亲切。进门
之后她先是询问了我父亲的情况，然后又仔细检查了他的伤口才开始换
药，同时还细心地帮我父亲把胶带粘在皮肤上的东西擦掉了。第二次拆
缝合钉服务，医院特别安排了一位医生。我们知道医生都特别忙，他能
利用中午的时间过来非常难得。我感觉他的操作非常细致，让我们格外
放心。最后医生还提醒我父亲要及时进行康复锻炼等。我感觉他们特别
负责，有一种以人为本的责任感，能够给到我父亲一个全方位的关怀和
服务，特别好。”

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北京市海淀区首家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
医院，在医院护理服务中心上线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为130余位患
者提供了上门护理。凭借医院优质护理团队的专业服务，该医院不仅收
获了众多来自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和称赞，还在积极探索如何通过“互联
网+护理服务”的方式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安全周到的医护服务。

“互联网+护理” 解决术后难题
刘焕宁

精致复古的木雕牌匾上，镌刻着中英文双
语版的“乌镇互联网医院”。透过富有江南水乡
特色的窗栅望进去，人们可以看到滚动的数据
大屏等科技感十足的各种硬件设备和蓝白相间
的工作区。

乌镇是互联网前沿科技的“样板间”，医疗
领域也不例外。2015 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前夕，乌镇互联网医院揭牌，当年 12 月 10 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教授王建安通过
乌镇互联网医院，为杭州的黄女士开出第一张
在线复诊处方。

在线就医的这一小步，成为互联网医疗的
一大步。互联网医院打破医院“围墙”，开创了
在线处方、在线复诊、远程会诊等融合创新的
先河，使得医疗服务数据互联互通、形成线上
线下医疗服务闭环成为可能。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线上医疗需求
正在持续增加。

总部位于杭州的互联网医院智云健康科技
集团，仅今年上半年就有 6580 万人次的患者通
过该公司网络平台问诊。集团创始人、首席执
行官匡明认为，中国慢性病患者群体日益庞
大，数字化医疗可以提高问诊效率，电子化跟
踪病患记录，有效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
难题。

今年4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正
式上线自建的互联网医院。“最大特点在于实现
线上线下的互通，同时聚合了医院最优质的医
疗资源，目前已有包括名医、资深专家在内的
624名医师在互联网医院开通诊疗服务，还有92
名药师、47名护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浙大儿
院常务副院长傅君芬介绍，通过互联网医院，
千里之外的云南一家人联系上了医院心内科专
家，今年暑期完成了孩子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在浙江台州天台县的田间地头，村民打开手机小程序就能查到自己
的化验单；他们还能线上预约挂号，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患者在家测完血压并上传数据后，家庭医生将在“医疗集市日”
定期上门做健康管理……

天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裘银虹表示，互联网让原本分散的数据互联
互通。专科医生、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居民家属四方联动，完成了生
命体征数据采集、疾病监测，形成预防、诊疗、康复闭环管理。

“现在我家里人还有同事，很多人都在互联网医院看病，这已不是什
么新鲜事了。”51岁的乌镇居民魏女士患慢性萎缩性胃炎4年，在乌镇互
联网医院看病已有两年时间。她最大的感触是，网上看病不仅能用医保
在线支付，而且还提供送药上门服务，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

（新华社记者黄筱、王俊禄）

浙
江
探
索
建
设
互
联
网
医
院

努
力
让
寻
医
触
﹃
手
﹄
可
及

浙
江
探
索
建
设
互
联
网
医
院

努
力
让
寻
医
触
﹃
手
﹄
可
及

从2018年12月时的100多家到2021年6月时的1600多家，这是中国互联
网医院两年多来成长的速度。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信息显示，在
政策持续支持和先进技术支撑下，互联网医疗服务加速起步，已发展成为中
国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勾建山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