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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放首张公立互联网医院牌照 8 个

月后，患者杨雪和医生徐蓉都感到，多年习惯

的就医模式已经改变。 改变并不仅存于上海。

国家卫健委 10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目前

已建成 900 多家互联网医院。 疫情期间，国家

卫健委 44 家委属管医院互联网诊疗人次同比

增长 17 倍，第三方互联网诊疗咨询增长 20 多

倍，其中线上处方流转增长近 10 倍。

但有一种声音认为， 当前的热潮只是疫

情风口与政策红利下的假性繁荣， 互联网医

疗的核心问题并未解决。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疗能否留住病人，

这是一批院长和创业者在做的功课。

热潮

� � � � 徐汇区中心医院， 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寸

土寸金的地段， 执行院长朱福硬是在门诊一

楼黄金位置辟出一块“云诊室”。

下午 2 点，玻璃门隔开的不同科室里，各

有一位医生戴着耳机与病人视频。 杨雪就出

现在徐蓉面前的屏幕上。

第一次听说“网上看病”，杨雪内心是拒

绝的，“像是炒作的概念”。 但 3 月份第一次摸

索操作后才发现，“原来可以这么方便”；外企

高管廖清此前常向 70 多岁的父母推荐她使用

过的徐汇云医院 app，两人每次都说“回头试

试”却再无下文，这次，被疫情“逼上梁山”后，

突然发现了新世界。

谁会来互联网上看病？ 与很多人想象不

同的是，使用徐汇云医院 app 就诊的患者不少

都是老年人。 徐蓉的电脑屏幕上，5 位预约者

中，3 位是 60 岁以上。

当然，这的确是疫情推动下的结果。

年初疫情突发而至，1 月 29 日，上海市卫

健委鼓励上海市级医院采用线上门诊等形式

满足问诊、咨询和科普需求，减少线下就诊带

来的交叉感染风险。 因徐汇区中心医院 2015

年就已开设“云诊室”，医院迅速联合商赢互

联网医院设立“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接入

一网通办，为发热、有呼吸道症状的群众提供

24 小时在线咨询服务。

徐蓉记得，那段时间，平台最多一天接诊

1 万号，是医院平时日接诊量的 30 倍。 求助如

何操作的咨询电话也一直没有断过。

热潮源于需求，也有来自政策的助力。 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的政策接连下发。国家卫健

委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在疫情防

控中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

等,均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利用“互联

网 +医疗”的优势作用， 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

服务。 各地纷纷加快审批互联网诊疗平台：某

市甚至 11分钟火速审批互联网诊疗项目。

“从政策上来讲，热度好像是过去一块很

冰的石头一下子变得烫得你的手都拿不住

了。 ”朱福感慨。

2 月 25 日，朱福得到消息，市里将走绿色

通道为徐汇区中心医院发放互联网医院牌

照。 这意味着，上海公立医院医生可以在网络

上开处方了。 而这也是上海第一张公立互联

网医院牌照。

朱福很激动，“能否网上开 方”之前一直

是制约互联网医疗发展的瓶颈之一。 有人形

容这是“用 60 天走完了过去 6 年走的路”。 一

位曾投入互联网医疗又离开的创业者感慨：

“2014、2015 年时， 我们设想过各种引爆互联

网医疗的条件，做梦也没想到是一场疫情。 ”

（未完待续）

（来源：上观新闻·作者：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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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特殊”患者从萨

迦县卫生服务中心外科治愈出

院。 该患者特殊不但在于病情复

杂， 更是因为他的康复得益于西

藏萨迦与上海徐汇之间多学科通

力合作治疗。“云医院”，远程医疗

让疑难危重诊疗的“天堑”，变成

了治病救人的“通途”。

国庆前一天， 西藏萨迦县医

院外科接诊了重症患者。 在上海

徐汇援藏医疗队四位队员默契配

合下稳定住了病情： 外科赵志东

医生仔细询问病史完成体格检

查，初步判断病因；影像科李巍医

生通过 CT 检查确定发病部位；

内科李广成医生密切观察病情并

帮助细化诊疗方案； 检验科黄晓

峰医生监测患者情况， 并即时通

知临床各项指标变化情况。

在病情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

下， 援藏医疗队随即通过徐汇远

程会诊平台， 进行两地多学科会

诊。 两地外科和影像科医生结合

病史、临床表现、影像资料等进行

了深入讨论，最终确定诊疗方案。

会诊后， 赵志东医生按预定方案

顺利完成手术。术后，通过规范抗

感染和局部换药，患者恢复良好，

很快顺利治愈出院。

近年来，国家提出根据“资源

整合，统一高效，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的原则，大力发展远程医疗

会诊。今年 5 月，上海市徐汇区中

心医院与西藏萨迦县卫生服务中

心共建远程医疗平台，9 月 “徐

汇云医院”顺利上线。尽管远隔万

里，但远程医疗，让萨迦老百姓随

时也能享受到上海优质、便捷、温

馨的医疗服务。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川藏公路、青藏铁路、贡嘎机场，

一条条“生命线”让西藏与内地紧

密相连。医疗卫生是重要民生，一

批批徐汇医疗卫生队员积极响应

医疗扶贫，赴高原救死扶伤，更通

过“传帮带”，帮助打造当地优秀

的医疗团队。如今，又借助科技进

步架起远程医疗之桥， 让哪怕身

处最偏僻角落的藏区农牧民也能

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 这是援藏

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转载自人民日报客户端西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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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西藏病人，上海架起远程医疗这座桥

近期，全国首家泛血管疾病管

理中心（Pan-Vascular�Management�

Center）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汇医院（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

院）正式落地。中国医师协会心血

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国心血

管健康联盟主席、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

和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邬

惊雷共同主持启动会。

上海市徐汇区副区长秦丽

萍、 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

主任委员钱菊英教授、 上海市医

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

徐亚伟教授、 徐汇区卫生健康工

作党委书记朱莺，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徐汇医院院长周俭教

授、党委书记张雪梅、执行院长朱

福教授， 上海市医学会心血管病

分会副主任委员刘学波教授、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

任张英梅教授等领导和专家出席

启动仪式， 携手推动泛血管疾病

防治新模式的正式实施。 全国首

个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在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成立，

标志着泛血管医学经过多年的探

索和研究， 从理论正式迈入临床

实践。

会上，葛均波院士作了《泛血

管医学发展及展望》的主题演讲，

从预防、 评估和治疗三个方面介

绍了近年来泛血管疾病理念的更

新和评估技术的最新进展。 葛院

士强调，要把患者、把血管视为整

体来进行管理， 需要综合患者的

人口学、疾病表型分类、生物标志

物、血流动力学、影像学、基因组

学等多维度信息，通过数据融合、

数据挖掘技术做出精准的判断，

才能提出个体化的防治方案，改

善患者血管健康，助力“健康中国

2030”的愿景。

启动会后， 葛均波院士在院

党委书记张雪梅、执行院长朱福、

管理中心主任郑宏超、执行主任杨

靖的陪同下参观了泛血管疾病管

理中心的诊室设施和诊治流程。

朱福指出， 泛血管疾病涵盖

了心脑肾大血管和微循环病变，

是目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

重大疾病。《“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 和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等政策明确提出对

心血管疾病控制的要求， 促使我

们从治疗血管疾病到血管健康管

理的重要转变， 未来将通过不断

推进管理中心的建设来提高医院

对泛血管疾病的医疗质量， 降低

泛血管疾病整体死亡率和医疗费

用； 同时通过构建防治管并重的

健康保健和疾病预防体系为徐汇

区、 上海市乃至全国的老百姓的

血管健康作贡献。 （心内科）

全国首家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

在沪启动

上海发放首张公立互联网医院牌照 8个月后

“我在工作间隙花 3分钟看了个病”

根据 11 月 22 日下午国家卫

健委召开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 日前医院召开了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会议，

对新冠疫情防控进行再动员、再

落实、再培训。 张雪梅书记、朱福

执行院长等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及

各临床、 职能科室负责人参加会

议。

会上， 朱福对新冠疫情节后

防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并指

出医院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第

一线，也是距离传染源最近、风险

最大的一道防线。 全院职工要高

度重视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守严守牢疫情防控底线，严

防医源性传播。

发热门诊、预检分诊、隔离病

房要继续完善布局优化流程，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对来院人员

进行排查。 发热门诊工作人员要

相对固定， 如人员轮换需行核酸

检测；医务科、院感科要组织全院

人员学习防控知识和医院防控要

求， 使全院职工熟知疫情防控工

作流程； 护理部在做好流调的相

关工作的同时， 要加强护工的管

理和楼宇管理， 同时组织人员充

实核酸采样队伍。 后勤保障部门

要做好核酸检测设备采购和防疫

物资的储备工作， 防止出现防疫

物资短缺情况；检验科、中心实验

室需加强人员培训， 提升核酸检

测能力； 人事科要加强本院职工

的外出管理。

同时， 朱福强调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迅速落实。在全力以赴打

好疫情防控的阻击战的同时，加

强医疗业务的运行发展， 确保患

者安全就医，职工安全开展工作。

会后， 各科室立即按照国家卫健

委会议要求全面落实医院的防疫

防控工作， 做到全院人员培训全

覆盖，并且及时更新培训内容。

一方面加强全体医院工作人

员管理,不瞒病不报、带病上班。

如有同住人定要了解清楚与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是否有接触及可疑

情形，注意防护隔离。同时建议不

聚集、不外出、不互访。 除非特殊

情况不离沪、不到风险地区。另一

方面严密把关医院的三个门:入

口、 出口及病区门。 加强发热门

诊、隔离病区工作人员管理，如无

必须尽量减少与其他科室人员互

动,做好自我防护。 加强把关病区

病人及陪客、探视人员的流调。 加

强第三方公司、物流、快递等外来

人员管理。 病区发热病人的每日

排查落实到位。 并敦促完善硬件

配置，病房、肠道门诊、接种门诊、

方舱实验室相关改造要尽快完成。

此外， 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也

要学习其他医院的防控防疫经

验， 更要吸取出现疫情医院的教

训并引以为戒。 （医务科）

慎终如始不松懈，绷紧防控这根弦

科室介绍

胸外科科室简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徐汇胸外科始建于 1992 年，

集医教研一体。 开展了各种心

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外科手

术，包括肺癌、食管癌、纵隔肿

瘤、心脏体外循环手术等。 并

且在国内较早开展高龄肺癌

手术治疗，该项目获得《上海

市临床医疗成果三等奖》。 借

助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与徐汇区中心医院构成医联

体的东风，依托中山医院胸外

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

汇医院胸外科再次从无到有，

业务不断拓展。 目前胸外科开

放床位 28 张， 由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葛棣教授领衔任

行政主任、王群教授任学术主

任、章志龙主任医师任执行主

任，主持工作，打造了一个全

新的胸外科团队，构建完成了

人才梯队建设。

通过与中山医院胸外科

深度联合，胸外科业务不断拓

展，积极开展了肺癌、食管癌、

纵隔肿瘤、手汗症、漏斗胸、胸

壁疾病、气胸等各种胸科手术

及胸腔镜微创手术。 并且形成

了专科特色：1、微创化手术和

快速康复：特别是剑突下纵隔

肿瘤切除术， 加速术后康复。

2、注重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

对肺癌、食管癌、纵隔恶性肿

瘤的术前评估、 手术指征、规

范化、微创化手术方案、术前

新辅助放化疗和术后辅助化

疗制定科学合理的系统方案。

3、 对疑难肺部手术并发症支

气管胸膜瘘进行综合治疗形

成一大特色。 4、对部分心肺功

能差、存在多种基础疾病等无

法耐受手术的患者进行 CT

定位下肺癌射频消融术，疗效

满意。

胸外科全体医护人员秉

承“博爱、精医、创新、偕行”的

精神，将一如既往为患者提供

专业、优质医疗服务。

2020 年庚子新春伊始，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感染科站到了

医院的最前沿， 全体人员第一时

间投入到战斗中， 日以继夜参与

新冠肺炎定点发热门诊、 发热病

房、核酸采样点筹备工作中，从设

施设备、防疫物资和人员调配，使

疑似新冠肺炎患者得到了及时的

诊治护理、分流转运。

随着进博会的临近，医院又

被定为参加进博会人员核酸检

测定点机构，科室全员动员积极

应对， 努力改善采样点服务细

节，优化服务流程，美化服务环

境。 为了提高核酸采样的精准

度，开展了全科医务人员“新型

冠状病毒鼻咽拭子采样”理论和

技能培训，大家在自己身上试找

感觉，每天采样点都会有大量人

流，没有排到班的同事也会主动

要求支援。

进博会期间我院共接到西郊

宾馆、国展中心、兴国宾馆、衡山

宾馆、 市委办公厅等紧急外出采

样任务 20 余次共完成 1100 余人

次采样。有时任务来的非常突然，

但大家放弃休息时间随叫随到，

在寒冷的户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毫无怨言，得到一致好评。在医院

内完成参加进博会人员核酸检测

共计 3000 人次，有效的保障了进

博会顺利召开。 （感染科）

精心组织站好前哨，全力以赴服务进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