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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医疗”推广使用的提案

提案人 赵春艳

问题及分析：

目前，互联网＋医疗健康已成为国家重点战略，互联网医院

的建设不再局限在诊疗环节。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 号，

接着，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 3 个文件的通知

国卫医发〔2018〕25 号《<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

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

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80 号>》政策的相继出台,在实体医

院基础上诊断、在线缴费、护士上门、健康管理、续方送药（医

保上门结算）等各模块在实践中已被引入到互联网医院体系中，

而且随着疫情的发生更是成了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助推器。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

作方案》，正式在实体医院基础上细化互联网医院在病情诊断、

在线缴费、护士上门、健康管理、续方送药（医保上门结算）等

各模块的政策要求。

做为房山区三级医院的北京燕化医院大规模推广智慧医疗

服务平台 APP。2019 年 12 月，正式推出由门诊预约变为手机预

约的服务模式，经过市级考核北京燕化医院成为北京市首批取得

互联网诊疗服务资质的医疗机构，这使房山区医疗资源正式进军

“互联网+医疗”服务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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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医疗发展现状

截至目前，北京燕化医院互联网注册人数 210291 人次；健

康管理签约会员 540 人次；互联网视频诊疗 1676 人次,其中上门

送药 685 人次，线上咨询 2645 人次,预约挂号 325810 人次， 诊

间支付 29291 人次；体检报告解读 21 人次，推送文章 333 篇;

凤凰好护士网络订单 5781 单（护理上门服务 1409 单、上门随诊

640 单、核酸检测 3732 单）。疫情期间为燕山地区居家观察人员

提供线上诊疗线下送药医疗保障，为封闭管理养老院提供贴心服

务，通过互联网续方送药解决了老人开药难题。

未来，互联网医院将揭开全新的发展新篇章，慢病管理、健

康管理、家庭医生将会成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由

“有病治病”向“健康管理”模式的转型。

二、实践推广中存在的困难及情况分析

1.法规指导需细化，监管体系尚未完善

互联网+医疗是医疗部门和信息产业的结合，整个业态可以

说是政策明朗、法律缺失。尽管政策鼓励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国

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从基层开始制定技术

规范，然后逐渐上升至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在实际工作中，卫

生部门不具备信息监管能力，而网信部门又缺乏医疗技术性，在

监管中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需要整合力量通过立法来规范互联

网的医疗行为，为进一步推广互联网医疗提供可靠的保障。

2.积极探索线下线上进一步结合，线上诊疗技术存在限制

互联网+医疗是对传统医疗的盘活而非重建、改良而非颠覆。

医学一定要亲自诊断，西医叫视触叩听，中医叫望闻问切，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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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亲自诊断，仅凭互联网远程的手段，可能会出问题。但互

联网本身是开放式的，缺乏对医生和患者的主体行为可控性，由

此可能引发医疗纠纷，将逐渐暴露互联网+医疗领域诸多风险。

另外，在一些重点领域还未充分实现网络化优势，比如通过网络

手段解决养老问题、搭载互联网做到未病先防、慢病防治等领域，

诊疗技术仍需在线下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可积极探索应用。

3.数据应用需保护，区域壁垒尚未打破

北京各个地区的医疗数据资源在总量上有优势，但信息壁垒

仍存在，目前对于数据的定义和利用机制在实践中尚未形成，高

质量医疗数据获取困难。健康医疗大数据尚无互联互通相关标

准，因此健康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相关标准规范具体落地将对打

破区域信息壁垒关键。

建议：

以我区现有的医疗智能信息平台为基础，植入互联网+医疗

的诊疗护理服务，把诊疗服务延伸到居民家庭，线上诊疗线下送

药到家，减少到医院复诊次数，慢性病、老年病人实现居家健康

监护，是群众能够及时就医，同时为家人减轻到医院取药的负担。

实现智能化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AI 技术的应用，为互联网诊疗整体提效，加大投入可推

广。

（1）AI 只可用于辅助，不可作为替代

当前，AI 已应用于互联网医疗的多个场景中：一是提升患

者体验的 AI 分诊或导诊系统，即患者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疾病部

位、症状等病情信息后，系统为其推荐适合就诊的科室，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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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相应科室的医生。二是 AI 预问诊类系统，即系统通过一些

模式化的问题与患者交流，收集患者病情资料，避免医生接诊时

花费太多时间在一些简单重复的问题上。三是 AI 辅助决策类系

统，与实体医疗机构使用的临床决策支持 CDSS 相似，为医生诊

疗决策提供帮助。此外，AI 还可应用在诊后随访、医疗质控等

方面，AI 得以恰当运用，能为互联网诊疗业务整体提效。

（2）复诊初诊判断更灵活，群众就医更便捷

据《细则》规定，患者就诊时应当提供具有明确诊断的病历

资料，如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等，由接诊

医师判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并采集证明患者已经确诊的纸质或

电子凭证信息。由医生来灵活判断复诊条件，充分尊重了医生的

决策权。同样的，需到线下就诊的情况也被交由医生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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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线上线下结合，为病人提

供线上服务、线下到家、线下到店、线下配送等服务，实现服务

的延续性，降低医疗风险，提升服务质量。

2.推动互联网+医疗在养老行业中使用

（1）推进医养结合，开展家庭病床。家庭医生为老人建立

电子信息档案，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查房，远程监测健康数据，

降低疾病风险和意外的发生。

（2）建立完善的互联网诊疗制度，保证家庭医生的诊疗安

全。

（3）建立完善的家庭病床补贴制度，鼓励老人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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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进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在互联网中的应用

（1）加强互联网健康教育宣传普及，提高全民健康意识。

（2）对于慢病患者，鼓励患者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慢病管

理，远程数据监测，避免或减少慢病并发症的发生，减轻病痛，

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医疗费用。

（3）在企业、事业单位加大推广宣传互联网+力度，鼓励大

家线上问诊、线上咨询，减少来院次数，提升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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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医疗”推广使用

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卫生健康委

“互联网+医疗”是我委“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重点内容为，推进智慧医疗和“互联网+医疗健康”

惠民应用，利用 5G 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网络等技术，

推进智慧医疗发展，推动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实施“互联网+”医疗健康惠民服务，在就医、结算、

咨询和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上，让居民享受更加便利的医疗服务。

利用远程医疗，实现医院专科医师与基层全科医师之间的实时会

诊，助力分级诊疗。利用移动医疗技术，积极推广智慧家医模式。

基于可穿戴设备开展远程心电监测、远程血压、血糖监测等服务；

开展网约护理等居家医疗服务，助力医护人员提供家庭医养服

务。

一、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我委于 2015 年建成了区域卫生专网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目前专网涵盖了所有区属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燕山地区的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已实现诊疗信息互联互通。我委与市卫生健康委共

同推进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全员人口信息

系统以及区域检验系统，连接市级区域全民健康平台、北京市公

共卫生信息系统（妇幼、计划免疫等系统），促进不同业务信息

体系交互，逐步实现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统筹

管理各类卫生与健康信息资源，实现业务数据的一点采集多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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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努力达到国家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要求。

二、开展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

2019 年，区卫生健康委与北京银行合作开展房山区区域人

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项目，进一步推进房山区智慧医疗便民服务信

息系统建设，实现便捷支付、互联互通功能，提升全区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水平，消除“三长一短”现象。

在房山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铺设自助缴费、预约挂

号、自助打印等自助设备，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就医环境，并实现

缴费窗口和自助设备微信、支付宝便捷支付功能。

三、建设区域远程心电平台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相关政策和规划要求，建立以

心电诊断为核心的区域远程心电平台，实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心

电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服务协同。2019 年开始区域远程会诊

平台建设，并与健康档案和区域卫生平台对接，实现远程会诊、

远程预约、远程教育和远程信息共享等远程医学等工作，建立社

区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诊疗秩序，缓解基层群众看病就

医问题。长阳卫生院、大安山卫生院开展远程会诊、山区巡诊等

互联网医疗服务，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蒲洼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完成山区巡诊试点工作,并完成大安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 8 个乡镇巡诊网络及设备安装工作,继续保证以良乡医院为

中心的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诊断的网络及技术服务工作。

四、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工作

按照市、区对我区互联网医院建设工作要求，房山区成立“京

东方互联网医院工作专班”，开展我区互联网医院建设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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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区科委、区卫健委及相关医疗机构先后召开多次专题会议，

研究京东方科技集团参与我区互联网医院建设方案，并形成共

识。在良乡医院开展我区互联网医院试点建设工作，项目由区经

信局、区财政局审批，目前正在建设良乡医院信息系统三级等保

项目。

按照房山区“十四五”规划纲要主要任务目标和房山区 2021

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要求，推进良乡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工作，

为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区卫健委积极配合京东方

开展相关工作调研,研讨房山区“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架

构及运行模式。编制了《房山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移动诊

疗”工作技术服务方案》。

积极探索适合我区的智慧医院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

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构建覆盖“预防-诊疗-康复”全

生命周期、线下线上相结合的就医服务体系。让患者能够通过互

联网医院 APP 在诊前、诊中、诊后多个环节获得就医引导和服务;

还能通过互联网医院 APP,随时随地享受到在线问诊、药品配送

等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可更高效的

开展院外随访、慢病管理以及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整体提升

居民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