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4日

责任编辑：贾薇薇
美编：杜晓静

电话：010-58302828-6868
E-mail：ysbjiaweiwei@163.com

A10 人物
CHARACTER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每

个人都独一无二。有这样一个群

体，他们中有的人一次洗澡时间

超过8个小时，最后晕倒在浴室；

有的人时常认为最亲近的妈妈身

体里住着一个“坏人”，时刻恐

慌于可能发生的伤害；有的人家

里堆满垃圾，但他无法控制“囤

积”的欲望，更不能完成打扫卫

生这件事；有的人站在同一个地

方几个小时，仍不肯坐下……

他们是强迫症患者，也是另

一种意义上的“完美”主义者。

在强迫症领域耕耘近 20 年的闫

俊对这种疾病有着更为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她说：“真正的重度

强迫症并非公众认知中那些有点

特别的、追求完美的人，他们往

往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甚至走出

家门到医院寻求帮助，对他们来

说都是难以达成的超级挑战。”

正因如此，在 2008 年担任综合

一科主任之初，也是互联网医疗

的萌芽时期，闫俊选择拥抱这一

全新的领域，寄希望于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服务，多年过去，她没

有失望。

“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患

者的线上咨询，她欣喜地说通过

自行学习‘自我疗愈包’中的科

普知识，她的强迫行为大有改

善，不用到院治疗了。”闫俊曾

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了200 余篇

有关强迫症的医学科普，事无巨

细地解答强迫症人群可能存在的

疑惑：强迫症能不能治好？用药

会不会发胖？治疗多久能见效？

进口药效果更好吗……

在闫俊看来，互联网医疗

的作用远不止于科普宣传，“互

联网医疗让强迫症患者这一尤

为特殊的群体，不出家门就能

得到医生的帮助，无疑是一种

雪中送炭。从科普宣传到线上

问诊，从心理干预到远期随访，

互联网让医疗服务更贴近患者

需求，也更有温度。”

2021 年，北大六院精神心

理科团队打造的“强迫摆渡船”

于疫情期间在京东健康互联网医

院正式起航，在提供线上医疗服

务的同时，还增加了升级后的“自

我疗愈包”，为患者提供医学科

普知识和最新诊治方案等。

闫俊欣喜地看到，互联网医

疗正向着更规范、更全面、更便

捷的方向稳步迈进，她也期待在

未来与互联网医疗共同成长。

2021 年，拥有 20 年

儿科从医经验的于长海，

决定加入京东健康互联网

医院，成为一名全职互联

网医生。

“深入到行业之中才

体会到互联网医生与线下

医院医生工作状态的真实

差别。从对患者病情点对

点的交流到整体把控，于

我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

我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学

习，不断收获。”

于长海介绍，面对儿

童这一特殊群体，线上交

流的对象往往是孩子们的

家长，在探明疾病真相之

前，需要先拨开家长焦虑

情绪的迷雾。

“很多家长描述的病

情，可能是处于焦虑情绪

影响下的一种‘想象’。

从过去抱一下就知道轻

重，看一眼就知道大致病

情，到如今从语言沟通中

了解情况，是我没有预料

到的挑战。”不过，于长

海认为，充分的交流恰恰

也是互联网医疗不可多得

的优势，“喂养、睡眠、

运动、用药安全……儿

童健康管理涉及的方方面

面，都能在充分交流中被

给予恰当、直接、足够的

关注和帮助，这也在很大

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

状态。”

此外，互联网医疗

也在无形中，加固了医患

之间的信任。不久前，于

长海接到了一位家长的问

诊电话，这位父亲说自己

的孩子被诊断为大叶性肺

炎、支原体感染，住院近

十天还不见好，“是不是

医生治的不对？为什么

还不退烧？咳嗽也不见

好？”

带着哭腔的一连串疑

问让于长海感受到了电话

那端的焦急和担忧，于是

赶紧让对方发来检查结果

的图片，“当时片子就能

看出来孩子有明显的肺不

张，我就建议做一下支气

管镜灌洗。”于长海说，

孩子父亲听后有些犹豫地

说，线下医生也建议做灌

洗，但是他担心对孩子身

体不好，不想做。

于长海发现事情的症

结原来在这，便耐心解释

支气管镜灌洗的作用、操

作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

经过于长海的专业分析与

沟通，孩子爸爸终于下定

决心做灌洗。

第二天，宝爸喜笑颜

开地打来电话，“于医生，

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

我还拿不定主意呢，现在

孩子退烧了，我们过几天

就出院了！”

在于长海的线上问诊

工作中，这样的例子几乎

每天都会发生。在他看来，

线上线下医疗都有其不可

取代的作用，二者相互补

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这也正是他对互联网医疗

未来的期许。

10 年前，正在医院

轮转实习的李倩在科里的

病例分享会上第一次见证

了互联网医疗的神奇之

处。“那是一位在当地

医院需要做截肢手术的患

者，不愿接受失去双腿的

现实，通过互联网医疗手

段找到了我实习所在科室

的专家，幸运的是我们老

师为他制定了微创治疗方

案，患者的下肢因此成功

保住了。”

虽然赞叹于互联网医

疗的强大和患者的幸运，

但李倩说当时的自己并不

觉得互联网医疗会被广泛

应用，相比如今更具安全

性和权威性的互联网医疗

平台，萌芽时期的互联网

医疗最难打通的是公众的

信任。值得庆幸的是，走

过最初的艰难时刻，它已

融于医生们的工作和生活

之中，打破时间与空间的

界限，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

如今，李倩是一名儿

童皮肤科医生，在她所

处的领域，“互联网医

疗基本可以解决 90% 患

者的问题”，她也摸索

出了更高效的互联网诊

疗模式：由专人负责筛

选患者需求并进行分类，

她在固定时间集中处理。

“借助我们医院的互联

网医院和各类互联网医

疗平台，我已经帮助近 2

万人次解决了问题。”

李倩不无骄傲地说。

李倩还记得，她唯

一一次使用京东健康互联

网医院“一键上报”功能，

帮助一位产后抑郁的妈妈

逃离了不良情绪的漩涡；

线上帮助远在加拿大的患

者自行取出扎进皮肤里的

蜱虫，免去可能排队几

个月的漫长等待；和焦虑

的宝爸交流育儿经验，避

免可能引起皮肤问题的潜

在风险……互联网医疗让

李倩体味到了不同寻常且

饱含人情味的医患关系，

也让她在更高频、更广泛

的临床实践中，积累到更

多、更扎实的诊疗经验。

李倩希望未来的互

联网医疗能够为医生搭

建更宽广的展示与交流

平台，从而构筑起医患

良好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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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互联网让医疗服务更贴近患者需求，也更有温度。”

他说：“互联网医疗在无形中加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连接。”

她说：“互联网医疗让我体味到了不同寻常的便捷而有人情味

的医患关系。”

他们是在互联网医疗织就的超越时空的健康网络之下，辛勤耕耘并

体会颇深的“互联网 +”医生。互联网为传统医疗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光彩，在推动三级诊疗落地、加强医患良好沟通、加快医生成长进程等多

个方面成为强大助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互联网将让医疗服务继续向着更

便捷、更高效、更贴心的方向迈进。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扫一扫，关联阅读

健康中国地铁公益巡展

专题

值得一提的是，除

了在改善医患沟通、提

高诊疗效率、丰富诊疗

手段等方面不断努力，京

东健康互联网医院还高

度关注医生的专业能力

提升及职业发展，致力于

为医生提供安全、专业、

高效的线上执业平台。

围绕医生学习成长

的需求，京东健康在多

位专家、合作伙伴的帮

助下，不断积累医学内

容和数字化病例，帮助

医生提升专业能力。其

中，医学培训中心连接

了国家级远程继续医学

教育课程，引入 70 多个

CME 项目，覆盖了临床

内外妇儿等多个学科。

为帮助医生适应互

联网诊疗模式，助力新

入驻医生快速掌握线上

执业规范，京东健康仅

2022 年 就 上 线 法 律 法

规、平台规范、服务能

力、个人品牌等课程超

过 200 项，参与学习医

生超过 300 万人次。

2022 年，京东健康

搭建名医直播栏目，全

年开播 362 场，累积观看

人数超过 1.1 亿；全年举

办了超过 150 场面向医生

的学术直播活动，助力

传播学术理念，提升名

医专家的学术影响力。

有理由相信，在多

方共同努力与呵护下，

互联网医疗将满载期待

与希望，以更加昂扬的

姿态远航，在守护民众

健康中发挥更大价值，

为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闫    俊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于长海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

李    倩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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