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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医改的一个亮点，
网络医院被寄予厚望。通过近半
年运行，网络医院平均处方金额
为 64.7元，远低于广州市 2014年
普通门诊平均处方价格250.7元。

4 月 17 日，听到网络医院服
务模式介绍时，正在该院视察的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省医改领导
小组组长徐少华打断了田军章的
话：“允不允许医生在家里也放一
个终端提供服务？对于使用者来
讲，是基于手机的，对于医生来
讲，既可以基于诊室，也可以基于
家里。”尽管目前政策还不允许，
他认为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网络上有业内人士发文质
疑，网络医院还是占用的三甲医
院的医生资源，是否与目前三级
分诊思路相反？

“随着多点执业开放后，我们
欢迎所有的医生都到这个平台上
来。”张胜明希望吸引社区医生服
务好周边病人，形成一个互联网
医疗联合体，这样就把病人留在
社区了。

除了未来的商业模式外，目
前网上看病在纳入医保方面还有
待政策支持。美国远程医疗普及
的基础是，不少州的商业保险公
司会支付远程诊治费用。

2015 年 1 月，深圳市卫计委
表示，今年将研究制定“网络医
院”建设方案。记者了解到，该委
的设想除了健康管理、网上咨询、
医疗机构的远程诊疗等外，还计
划将医生以个人名义的网上诊疗
也纳入监管范畴。

“以后医生多点执业了，这应
该是大的方向。”该委隶属的深圳
市医学信息中心主任林德南表
示，目前基本方案已经写出来了，
还需进一步研究，争取下半年开
始实行。

林德南也知道，目前国家卫
计委只允许在医疗机构对病人开
展网上诊疗，但他认为可以考虑
允许深圳先试先行：“把制度设计
好，稳妥的情况下，要有这个勇气
探索。互联网是趋势，虽然没有
有些人说得那么神，但谁也阻挡
不了。” （据南方周末）

网上看病时代
真的来了？
全国首家网络医院半年考

不上医院，只通过配有摄像头的电脑网络看病，你觉得靠谱吗？

为了降低风险，有医生会夸大病情，让患者去医院诊疗。而网上看

病，也仅限于感冒、痛经和慢性咳嗽等50种常见病、慢性病。

“刚开始时谁都看不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广东省二医）

工作人员邹强（化名）说的是股价，也代表了不少医生最初对网络医院前景

的看法。2014年12月3日，广东某公司宣布参股广东省二医网络医院后，

股价从13.75元飙升到52.70元。“很多同事后悔当时没买”。

彼时，这一全国首家获卫生计生部门许可的网络医院，在经过一个

多月试运行后，于2014年10月25日在广东省二医正式上线。刚开始，

接诊医生对网上看病有所顾忌，一名消化内科博士一个星期才开出两张

处方。“太草率了，会出大问题的！”面对无需当面诊断的新手法，一位不

愿意具名的医生说，这种网上诊疗有风险。而在该院看来，任何改革和创

新都是有风险的。运行近半年，网络医院已为11492名患者开出了

8172张处方。

在医院干了十几年宣传工作的宋忠
雷怎么也没有想到，广东省二医试水网
络医院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

该网络医院起源于三年前一个叫健
康小屋，兼备社区的卫生监测、预警和应
急功能的慢病管理项目。刚开始，这一
项目受到不少市民好评，当在广州各社
区建起100家健康小屋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对此动力不足，后续维护资金来
源困难。”该医院医疗拓展部主任张胜明
说。

“不能老想着要一笔钱。”广东省二
医院长田军章介绍，需想办法找到突破
口。2014年 7月，广东省医改办主任黄
飞建议，大胆探索用互联网管理社区慢
性病人。

2014年 9月，张胜明找来本院的中
医师王盛飞，在一个没有窗的“小黑屋”
里通过电脑视频给病人看病。“另一端找
了两家药店推荐病人，刚开始还不敢说
是看病，说是做健康咨询。”

一开始不少医院员工也不知道网络
医院在做什么。一位老人在广州一家药
店看了病后来到医院咨询，导医台医务
人员说没有这回事，老人以为自己被骗
了，院方回访得知才解释清楚。后来该
院开大会时专门向全院通报了网络医院
的情况。

“网上看病会有很多信息缺失的。”
虽然也在做网络医院，深圳市人民医院
网络医院负责人陶红的态度非常谨慎，
其网络医院主要是做患者管理和健康咨
询，“我们根本不做这个事情（网上诊
疗），医疗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网上直接给病人看病靠谱吗？毕业
于暨南大学医学院的王盛飞在该院出任
网络接诊医生，他说，“（对网络看病）不
排斥，也不是很积极，当时觉得网络看病
有局限性。”而对于不少西医医生而言，
更是难以适应，不少医生一到互联网上
就不会看病了。

后来，张胜明要求网络接诊医生转
换思维：“假如你就是一名赤脚医生，也
没有那些检测设备，这个病人现在很痛
苦，假如也就是常见病，你能不能判断得
准？”慢慢地，网络医生的日接诊量上升
到了五六十人，多以常见病为主。

得知广东省二医要搞网络医院，该
省卫计委有领导一开始也非常反对，“扯
淡，这个东西怎么能搞。”张胜明称，现在
他们都鼓掌欢迎。

2014年 8月 29日，国家卫计委下发
《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里面明确医疗机
构运用信息化技术，向医疗机构外的患
者直接提供的诊疗服务，也属于远程医
疗服务。

该委相关人士也向记者确认，医疗
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病人在哪里接受
不受限制，在家里也算远程医疗。

这让田军章心里松了一口气，之前
远程医疗只是医疗机构对其他医疗机构
患者的"B2B"模式，而网络医院则一头
是医疗机构、一头是直接面对患者的
"B2C"模式。

田军章一天也不想多
等。2014年10月25日，广东
省卫计委复函同意广东省二
医建立广东省应急医疗网络
中心和广东省网络医院，批
复下来的当天，网络医院在
该院正式上线。

这是一个无需来医院挂
号看病的互联网平台，通过
安装在社区医疗中心或者连
锁药店等网络就诊点的视频
终端，患者可向在线医生求
医问诊。之后，网络医生的
处方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
后，患者持处方去药店买
药。目前诊金免费，候诊时
间人均10-20分钟。

对于这一做法，国家卫
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
2015年2月10日例行发布会
上说，“目前，在我国医疗
机构当中并无所谓‘网络医
院’这个类别，也不存在

‘网络医院’的审批程序和
标准。”换言之，广东省二
医要搞网络医院，只需向主

管部门广东省卫计委报备即
可。

4月 10日，有媒体再次
就在线诊疗等问题追问国家
卫计委，宋树立表示：“互联
网上其他一些涉及医学诊断
治疗是不允许开展的，可以
做健康方面的咨询。”宋的这
一回应被媒体普遍解读为

“卫计委禁止在互联网上开
展诊治工作”。

为了核实这一说法，张
胜明仔细查看了发布会文字
实录后发现，《意见》中对远
程医疗的两个分类，“你要做
诊断必须是医疗机构，非医
疗机构只能做咨询。”张胜明
说，这一点很关键。

而更为关键的是，直接
通过网络终端给病人看病，
是否比传统面对面“视触叩
听”有着更高的风险？“现在
老百姓希望看病越简单越
好，但是有的事情是省不了
的。”作为心内科医生，陶红
明确说她不会去网上看病，

“风险太大，表面上是小病，
其实可能是大病的早期表
现。”

“我们医生至少都是有
三五年临床经验，常见病怎
么有搞不定的呢？”张胜明对
网络医院医生工作进行了细
分，医生通常只处理感冒、痛
经和慢性咳嗽等 50 种常见
病慢性病。

如果遇到网上诊断判断
不了的疾病，王盛飞会建议
患者去医院检查。“只要是医
生明确开了药的，就是这个
医生有相对把握的。”张胜明
认为，网上看病风险可能会
比现实中高一点，但医院会
通过这些方式把风险降到最
低。

另外，有医生出于规避
风险考虑，会适当夸大病情，
院长田军章也称：“不能因为
有风险而不去尝试，改革和
创新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
如何来把控风险，把风险降
到最低程度。”

尽管在业内还有不小争
议，但显然不仅仅是田军章
看到了互联网医疗的前景。
3月 11日，与广东省网络医
院类似的浙江宁波云医院也
正式运营，在云医院上网上
诊疗须是诊断明确的慢性
病，另外须是复诊病人，且
事先须与医生签订服务协
议。

最近一两年，百度、阿里
巴巴、腾讯纷纷重金砸向互
联网医疗。另外类似好大夫
在线、春雨医生等移动互联
网医疗产品纷纷面市，不过，
按照相关规定，他们目前只
能做网上健康咨询。

“这个行业传统保守又
资源垄断，急也急不成。”支
付宝未来医院项目负责人刘
新称，他希望有更多全流程
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加入进
来，通过几年运作，把行业资
源激活。

定位于社区居民“家庭
医生”和健康“守门人”的广
东省网络医院，已与该省 20
家连锁药企的 12649家分店
签订合同，并完成其中分布
各地的 500家连锁药店的互
联网终端运营工作。

记者在深圳市福田区一
家药店体验就诊发现，摄像
头的清晰度是目前遇到的最
大问题。当一位扁桃体发炎
的患者张开嘴巴打算让医生
看病时，视频那头的医生说：

“不用看了，看不见。”抱着尝
鲜的心态看完后，该患者说
自己以后会慎重选择网络医
院。

为了提高摄像头清晰
度，张胜明正在和大学合作
研发系列辅助器械，准备安
置在药店终端。

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疗界
人士表示，网络医院能否成
功的关键是商业模式：“一旦

参与药店药费分成，就又陷
入了以药养医的困境。”对
此，张胜明坚决否认，称网络
医院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医
药分家，医生开出处方后患
者可以去任何地方买药。

张胜明说，目前医生成
本主要由医院投入，而更大
的运营成本则是由深圳一家
公司投入。

为了吸引医生，网络医
院开出的薪水往往比医生原
科室高一到两成。网络医院
的医生也有着异于普通门诊
的辛苦，看病很大程度上靠
不断沟通，面对面听诊一下
子能发现的问题，网络上往
往要问好几分钟。为了保护
嗓子，他们往往每接诊完一
个病人就要喝一口水。

据介绍，目前回访了五
成就诊患者发现，总满意度
达 98%，还没有出现医患纠
纷案例。

未来谁也阻挡不了？

远程医疗的困境

风险如何规避？

网上看病靠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