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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疫情下就医焦虑

今年4月，甲亢患者陈女士需要去医院复诊开

药，但由于所住小区被划入临时管控区，无法外出，

她一度感到焦虑不安。情急之下，陈女士想起就诊

时，主管医生曾介绍过互联网医院有复诊功能，她抱

着尝试态度下载了“北医三院”APP。

按照APP页面指引，陈女士顺利找到了自己的主

诊医生，并很快完成了复诊续方。

“从患者角度看，使用互联网医院确实能节省不

少时间，患者足不出户就能收到药品。对医院而言，

线上诊疗降低了疫情院感风险，减少了医疗资源浪

费，增加了医疗服务供给。”北医三院医务处处长、

互联网办公室主任胥雪冬说。

在胥雪冬看来，互联网医院还能帮助患者获得更

高质量的线下医疗服务，例如，患者可以先在互联网

医院预问诊，精准确定就诊科室，减少往返各科室排

队挂号时间等。

近日，困扰沈阳市民马潇的一个问题终于解决

了。原来，从 4 月初起，马潇的体温持续一周在

36.8—37.2摄氏度。因为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时空

交集，居家隔离期间，尽管连续5天核酸检测阴性，

但她仍有些担忧。

在女儿的帮助下，62岁的马潇通过辽宁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免费咨询了发热门诊白晓红

医生，得知“体温未超过37.3摄氏度不算发热，属于

正常温度范围”，马潇心中的疑虑得以解除，而这前

后仅用了几分钟时间。

为满足更多患者疫情防控期间的就医需求，近

期，北医三院互联网医院还新增了免费药事咨询、护

理咨询、自助预约检查等患者亟须的服务项目。例

如，针对疫情防控背景下肿瘤患者、心血管疾病患

者、新生儿等特殊群体需求，由专业护理团队免费提

供咨询和康复指导服务。

互联网医院业务量增长显著

“主诊医生开出处方后，药师进行处方审核及药

品调剂，随后与专门的物流配送人员共同核对、封

装、打包，交由物流公司配送。”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次足不出户的诊疗，让她体会到了互联网医院的

便利。

北医三院APP自2018年2月上线以来，注册量

迅速增长，截至今年4月底，已经有近92.6万注册用

户。胥雪冬说，今年1—4月，北医三院互联网医院

互联网复诊业务量较去年同比增长了244.12%。

记者采访了辽宁多家互联网医院平台、在线医生

和就诊患者发现，互联网医院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其中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包含内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康复中心等10余个科室

近百名医生参与互联网医院运作。

据介绍，截至4月20日，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互联网医院仅发热门诊5名主任医师已接诊及完成

咨询1.3万人次。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

国已经设置审批1600余家互联网医院。《2021中国互

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综合医院成为建设互联网

医院的主体，占比近7成。

记者在深圳走访了解到，今年3月，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互联网医院月接诊量超5000人次，日寄出药

品超200单，缓解了线下的诊疗压力。

除了公立医院，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也可以搭

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医疗、健康咨询、健康

管理等服务。

京东健康互联网医疗部总经理胡亚男介绍说，京

东健康互联网医院已覆盖超过15000家医院，入驻超

4.5万位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医生。“2021年，京

东健康互联网医院日均在线咨询量超过19万次，较

2020年同比增长90%。”

尚有多个堵点待疏通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诊室主治医师李

雅琴在采访中表示，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是对线下诊

治的有效补充，对就诊人员进行分流，缩短了等待时

间，对缓和医患关系也有一定作用。

“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实现诊疗

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衔接。”胥雪冬表示，患者的健康

管理和医疗服务形成闭环，线上线下互相补充衔接，

治疗具有连续性。同时，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还具有

严格的准入机制，拥有完善的药学、病历质控机制。

胡亚男指出，具有互联网、技术等相关背景和能

力的企业能利用技术、运营、供应链等优势，提高诊

疗效率。以京东健康互联网医院为例，依托京东健康

医药供应链，可以更快地配送药品，80%自营药品订

单可以实现次日达。

不可否认，近两年互联网医院数量大幅上涨，为

大众诊疗提供便利，尤其疫情防控期间，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封（管）控区群众寻医问药难题。但是，互联

网医院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堵点”，《2021中国互联

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超九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

不用或浅尝辄止状态。

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很多互联网医院存在医

保支付尚未普及、医生对线上问诊积极性不高、各互

联网医院之间数据不互通，以及个人信息安全风险等

问题。

如何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为更多

人解决就医难题？互联网医院应反思“堵点”，争取

在现有基础上发挥出更大效用。

长期戴美瞳，会降低眼表抵抗力

江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刁鹏飞告诉记者，美瞳直接覆盖于角膜表面，与眼组织

紧密接触，其实还是具有较高的风险的。

短期来讲，美瞳品牌繁多，材质等品质上难免良莠

不齐，如果遇到比较劣质的材质，可能直接就损伤眼球

表面，导致角膜炎、结膜炎等。如果眼睛内进了睫毛等

异物，卡在眼球与美瞳之间，反复摩擦伤害会更大，还

容易滋生细菌。

刁鹏飞表示，长期戴美瞳，对眼睛的伤害也不容

忽视。我们角膜新陈代谢所需要的80%的氧气，是直

接从空气中获得的，这对维持角膜的生理功能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经常戴一整天隐形眼镜或是美瞳，晚上

卸掉镜片后又是闭眼休息时间。这就像长时间佩戴

口罩觉得闷一样，角膜也会被“闷坏”。长期眼球表面

缺氧以后，整个眼表的抵抗力会下降，发炎等状况也

会更频繁。

美瞳不要随便戴，有较高风险

很多人佩戴和摘卸美瞳前不清洗双手，甚至戴着

美瞳睡觉过夜，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刁鹏飞介绍，他

曾经接诊过一位二十多岁女孩，长时间戴美瞳，里面滋生了

很多细菌，还接连好几天都戴着睡觉。前来就诊时整个眼

睛都是红通通的，分泌物也特别多。一检查，角膜炎、角膜

溃疡，角膜上已经穿孔，最后只能换角膜才恢复了视力。

为什么美瞳会让角膜穿孔？刁鹏飞介绍，这是因

为我们的角膜很薄，只比纸厚一点点，所以万一发生了

细菌感染发炎，特别是遇到一些毒力比较强的细菌，可

能24小时，角膜就能被穿孔。他提醒，从医生角度会

建议能不戴美瞳就不戴，如果一定要戴，那一要注意购

买合格产品，二要注意使用卫生。

美瞳随意戴？有人因此换了角膜
《扬子晚报》杨彦

“美瞳”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经常会使用的时尚单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美瞳”的正式称呼是装饰性彩

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选购使用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

眼镜（美瞳）”的提示，提醒消费者从具备相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切勿贪图价格便宜从

非正规商家购买未经注册的产品。

缓解疫情下就医焦虑，“指尖上”的医院你用上了吗?
《工人日报》窦菲涛 刘旭 刘友婷

“终于解了‘断药’的燃眉之急！”近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通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互联网医

院线上复诊，顺利收到了医院配送的急需药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线下问诊变得困难，很多医院诊疗服务减少。记者采访发现，互联网医院为

缓解疫情下的问诊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近两年，各地互联网医院不断扩展线上医疗服务项目，向患者提供预约挂号、专科咨询、在线复诊、在

线续方、药品配送等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寻医问药，同时减少了人群聚集导致的交叉感染风险，通过

互联网医院寻医问诊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