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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雨）当前，医改无疑是

医疗卫生领域的重中

之重，在“互联网 +”

大潮的推进下，医改有

望受其一臂之力。

在“ 互 联 网 协 奏

医 改” 分 论 坛 上， 中

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指

出，“互联网 +”方面

的创新，为打破医改困

局提供可能。行政“分

级”思路在很多层面制

约了改革的推进，而“互

联网 +”的接入，则为

打破这种壁垒打开了一

扇门。

广 东 省 卫 生 计 生

委巡视员廖新波提出，

当今“互联网 + 医疗”

时代有两大法宝，一是

互联网 + 医生多点执

业、 一 是 互 联 网 + 支

付制度。当这两大法宝

发挥威力时，必将有力

推进分级诊疗的落实。

微医集团 CEO 廖

杰远指出，通过科学分

诊实现精准匹配是互

联网对分级诊疗落地

的重要促进作用之一，

“微医模式”做的恰好

是这件事，而这恰恰是

传统医疗服务体系最

薄弱的环节之一。

本报讯（记者 邢远翔 

张雨）“我国医疗资源的绝

对总量不足、分布不均，优

质医疗资源非常匮乏且呈

碎片化分布，解决这些问

题，互联网大有可为。”在

11 月 7 日召开的 2015 互联

网 + 健康中国大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医院院

长王辰表示，互联网与医疗

行业融合，能够给予医务人

员职业精神、专业能力和社

会责任新的表达方式和展

示平台。

今年 7 月，《国务院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

动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

是将“互联网 +”上升为国

家战略。面对呼啸而来的“互

联网 +”浪潮，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崔丽指出，全行

业以及关注健康医疗信息化

的组织，都应从技术、经济

运行、安全、标准、政策、

人才等方面为“互联网 +”

医疗积极贡献智慧力量，同

时加强跨界融合，在确保患

者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

更好地实现融合和发展。

对于“互联网 +”在医

疗行业的作用，崔丽提出，

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

全民健康素养；二是利用

“互联网 +”发展医疗行业；

三是以“互联网 +”实现各

行业协同发展；四是以“互

联网 +”驱动传统媒体转型

发展。

“知识、经验和创新技

术帮助我们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互联网信息技术使信息

交换更加迅速、便捷、扁平

化，再加上资金的流入，‘互

联网 +’时代的医疗服务会

得到迅速改善。”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

长曹雪涛认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刘多表

示，“互联网 +”益民服务

是国家提出的 11 个“互联

网 +”专项行动之一，而互

联网 + 医疗、互联网 + 健

康正是益民服务的重要内

容，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

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大

有裨益。加速传统医疗向个

性化健康管理转变，突破时

空限制，“让信息多跑腿、

让患者少排队，密切医患之

间的沟通、重构医疗服务生

态”，是行业发展方向。

互联网 + 医疗服务的重构

让信息多跑腿  让患者少排队

本报讯（记者 张

雨）11 月 7 日， 北 京

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

杉在出席某活动时表

示：“ 我 其 实 是 积 极

支持互联网医疗的，

但一定要找准定位。”

王 杉 指 出：“IT

人想替医生来看病，这

是个大问题。”任何医

疗都要有两个基本原

则：一是医疗质量、二

是 患 者 安 全，“IT 人

员要去做的应该是改善

服务。一是服务患者，

让患者感觉到医疗服务

更加人性；二是服务医

生，让看病更加方便。”

在 王 杉 看 来， 互

联网对于医学的巨大

促进作用在于用大数

据实时采集健康人群、

亚健康人群，乃至于

患病人群的各种数据，

探索疾病发生、发展

和转规规律；但任何

新技术都改变不了医

生看患者的模式。“现

在如果说通过某种技

术就不用医生面对面

看患者了，那受损的

一定是医疗质量和患

者安全。”王杉说。

本报讯（记者 宋攀）

国内远程医疗推广普及

不仅遇到技术难题，也

遇到了技术规范、质量

控制和监督难题。11 月

7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规

划信息司副司长张锋在

中美华人医师远程医疗

合作项目启动会上指出。

远程医疗是指医疗

机构间开展远程诊断、

监护、病例讨论等，在

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中发

挥重要作用。国家卫生

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

资源处副处长胡瑞荣介

绍，根据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医院的实践经

验，70% 的患者通过远程

医疗在家门口解决了问

题，而此前，他们则需2-3

天的时间到医院就诊。

张锋透露，国家十

分重视远程医疗发展，

要求所有三级医院建立

远程医疗中心，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中也必须要

有远程医疗内容。

然而，据中日医院

一位科主任介绍，在远

程医疗实践中，三级医

院医生与基层医生在对

话上存在问题。如，申

请的病例并不适合远程

医疗、申请会诊的医生

对病历资料掌握不全等。

王辰指出，中日医

院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

指定的远程医疗管理和

培训基地，与美国华人

医师网络医院联合开展

的中美华人医师远程医

疗合作项目，或为探索

解决当下远程医疗困境

提供借鉴。

本报讯（记者 邢远

翔）我国卒中患者平均

发病年龄较西方国家早

10 年，为提高患者出院

后长期依从性这一重大

的二级预防问题，国家

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

工程委员会办公室、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

日前全面启动了“从规

范到实践——脑卒中二

级预防诊疗优化项目”。

与 会 专 家 指 出，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再次

复发的风险比健康人群

高 9 倍， 其 中 1 年 内 复

发 率 为 16%， 5 年 内 为

50%。因此，需要医生从

病房开始对患者进行复

发风险评估和分层，使

预防工作更加精准化。

据悉，该项目将在

25 个省市开展，覆盖 100

家基地医院的神经内科。

通过“分层筛查、终端

管理、宣教培训”的方式，

探索构建二级脑卒中筛

查与防控网络体系，建

立多学科协作的规范诊

治，降低脑卒中复发率。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彤

彤）11 月 9 日，“支气管热

成形术治疗重度 / 难治性哮

喘进展媒体见面会”在京召

开。会上，中日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林江涛教

授宣布，自 2014 年 3 月进行

第 1 例手术至今，该院已成

功完成支气管热成形术 112

例，是国内乃至亚太地区开

展该手术最多的医院。

哮喘患者中 5% 为重度 /

难治性哮喘，其发病率增加是

哮喘致残、致死主要原因。

林江涛介绍，平滑肌增

生导致气道狭窄是哮喘的主

要病因。“支气管热成形术”

通过射频消融的方法削减增

殖和积聚的气道平滑肌，使

气道更通畅，从而改善哮喘

症状，减少急性发作。

林江涛表示，其团队将围

绕支气管热成形术开展多项研

究，为临床带来更多实用价值。

本报讯（记者 董杰）

日前，在“家庭医生相伴，

知己健康同行”交流会上，

美国独立执业家庭医生郭

伟介绍了美国家庭医生在

医疗上发挥的作用。

郭伟介绍，当今的美

国医疗系统是以患者为中

心的医疗家庭，家庭医生

是一个家庭健康的掌舵人，

而不是单纯的健康守门人。

“依靠家庭医生的专业顾

问水平，使得患者转诊时

有的放矢，也避免了高昂

治疗费用的发生。”

美国家庭医生能够得

到信赖，与家庭医生严格

的培养机制分不开。郭伟

指出，四年制医学院毕业

后，要经过三年严格的住

院医培训及考核。培训期

间需在各科轮转，此外还

有医学伦理和人际关系培

训。“美国非常重视医患

关系的培训。他们认为，

医患间的互信是提高医疗

质量和吸引患者看家庭医

生的前提。”

★ 近日，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骨科医院手外科

采用 3D 打印技术，切取

左足部足踇趾甲皮瓣和第

二足趾骨骼肌腱重新组

合，为一例左手大拇指外

伤后缺损患者，实施足趾

移植全形再造拇指手术。 

 （史林 伟锋）

★ 11 月 4 日， 安 进

亚洲研发中心暨安进生物

医药研发（上海）有限公

司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正

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

将建立起长期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未来五年，双方

将在转化医学、基础研究、

临床科学、流行病学等领

域共同开展多学科多渠道

的广泛合作。 

 （顾华）

★《 数 字 乳 腺 X 线

诊断讲习班》及第七届

乳腺检诊精度管理培训

班日前在沈阳举行。授

课内容涉及乳腺 X 线摄

影质量控制、读片方法

等，吸引了来自 14 省 27

个城市的 80 余位学员参

加。活动由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主办，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协办。

 （叶佳辰）

“我们是医生、护士，患者交给我们！”11 月 8 日，

上海马拉松赛 20 周年。首次参加比赛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中山心外健康跑俱乐部”的队员们，在比赛中积极

抢救心脏骤停的参赛选手，赢得一片赞誉。�图 / 文 齐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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