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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诊开药两不误
互联网医院“走红”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催
生群众在线寻医问药的需求。这
一需求的突增，也让互联网医院
日渐“走红”。

老王患有胃炎和冠心病多
年，是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的“老病
号”。近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续方
开药都是在该院“互联网医院”小
程序进行的。2月5日上午，他在
小程序上向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余
晓琳发起了复诊申请。

“上次的中药吃着感觉怎么
样？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隔
着手机屏幕，余医生对老王的身
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后，在
线上为他开具了一张电子中药处
方。经过在线审方、在线结算等
流程，老王在家就能收到由医院
寄来的代煎中药。

“线上看诊的第二天就能收
到医院寄来的药品，各项费用也
能按照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很方
便。”老王说，互联网医院上线后，
自己就很少去医院门诊排队了。

在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的“互
联网医院”诊室里，记者看到，通
过整合线上、线下医疗资源，“互
联网医院”搭建温馨、舒适、专业、
便捷的就诊平台。“平台通过微信
公众号、小程序服务端，可为患者
提供在线咨询、在线复诊、处方续
方、医保在线结算、心理咨询、药
品配送、便民邮寄、药学服务等健
康医疗服务，延伸拓展医疗服务
半径。”该院副院长章文杰表示。

“通过互联网医院复诊的患
者拿到电子处方后，就可以通过
省医保进行药品结算。之后，可
凭借二维码自行去医院药房取
药，或选择付费的送药上门服
务。这对于不便出门就诊的患者
而言，是一大便利。”章文杰介绍
说，截至目前，已有近6000名患者
开通了省级机关互联网医院账
户，1800 余名患者通过该院互联
网医院进行问诊。

寻医问药上 “云” 来

除了互联网医院、“云药
房”，还有一项叫作“家庭病
床服务”的新医疗项目，近日
已在福州试点，今年 5 月将
在省级医院推广。

家住福州市长乐区江田
镇的林女士，不幸罹患晚期
恶性肿瘤。日前，她的家属
试着通过“榕医通”APP提交
了“家庭病床服务”在线申
请。由于情况符合建床条
件，江田镇中心卫生院的医
护人员很快就通过了她的申
请，并在当日下午就开好医
嘱，将药品送上门，为出门困
难的林女士进行看诊和床边
医疗服务。

“我省家庭病床建床对
象原则上为诊断明确、病情
稳定、因疾病需要卧床或者
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治
疗、护理和康复的已签订家
庭医生服务协议患者。”省
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符合建床条件的福州市
居民可选择就近试点医疗
机构，通过“榕医通”手机端
线上申请或到试点医疗机

构现场申请。建床后，医疗
机构将根据医疗服务能力
和建床对象的实际情况提
供家庭病床服务项目清单
中的适宜项目。

据了解，家庭病床服务
收费实行全省统一价格。服
务对象每个治疗周期视作一
次住院，每个治疗周期医保
支付时限不超过 3 个月，每
个年度医保支付次数原则上
限于 2 次以内，符合建床条
件的参保患者所产生的属于
医保目录范围的家庭病床服
务医疗费用，将纳入医保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设置家庭
病床期间，参保患者在其他
定点医疗机构另行发生的医
疗费用（急诊抢救除外），基
本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查验健康码、测温、佩戴口罩……2
月18日，记者在康佰家大药房鼓楼协和
店看到，每个上门的顾客购药前都被要
求先完成上述步骤。药店门口设置了检
查登记台，桌子上摆放着消毒液、额温计
和顾客信息登记表。顾客登记信息时，

“彼此间隔一米”也被店员反复强调。
陈小姐春节期间作息、饮食不规律，

导致咽喉疼痛难耐。趁着午休时间，她
来到康佰家鼓楼协和店，想买点消炎
药。店长张莲华当即表示，抗生素是处
方药，若没有医生开具的处方，患者须先
进行“扫码问诊”——通过微信小程序在
线咨询医师，待医师开具处方后才能购
药。

几分钟后，张莲华根据在线诊断的
处方，将一盒头孢地尼卖给了陈小姐，并
告知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前往药店
购买感冒药、退烧药和止咳药的市民，必
须出示身份证进行实名制登记。

据了解，为了鼓励人与人之间尽量
少接触，目前，我省医保定点药店都提供
医保电子凭证购药服务，方便进店的客
人无须携带医保卡，用手机出示医保电
子凭证就能买到药。

此外，“网订店送”服务也越来越受
欢迎。客人通过美团等手机 APP 下单
后，药店根据订单备药，由骑手负责派送
上门。而对于在医院进行过高血压、糖
尿病特殊病种备案的福州市参保人员，
药店还能提供续方购药服务。

续方配药不用慌
慢病可开“长处方”

2月4日一早，福州市民李先
生来到鼓楼区鼓东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找自己的家庭医生滕
梅医师续方开药。

李先生今年52岁，患有高血压
近四年。这些年，他每隔半个月就
要到鼓东街道社区医院开降压药。

“这几天有没有感到不舒
服？血压什么情况？每天都有按

时服药吗？……”一见到李先生，
滕医生就问了起来。

“药都有按时吃，血压控制在
低压90mmHg、高压130mmHg左
右。”李先生说，自己上次开的药马
上就吃完了，因为过年后自己要回
漳州老家待一段时间，希望多开几
天的药。

见李先生来得匆忙，滕医生
让他稍事休息后，为其现场测量
了一次血压。在综合判断后，她
认为目前李先生血压控制良好，

可开具90天的长处方。
“但是，不要以为一次开了这

么多的药就高枕无忧了。我们的身
体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一旦出现任
何不适，要及时联系我或就近就
医。”开完药，她对李先生反复叮嘱。

“开具长处方的患者，需要更
高的自我管理能力。”滕医生说，
患者要保管好自己的药物，按时
服药，做好日常监测，同时还要合
理饮食、注意休息、加强锻炼，保
持身体状况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一边是坚持防疫减少聚集的需要，一边是群众寻医问药求便利的渴求。两者之间如何把握
平衡，筑牢公众健康防护网？我省相关部门大力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为群众提供互联网医院、慢病长处方、“云药房”等新
型医疗服务方式，让人们足不出户便能解决部分健康需求。

▲余晓琳在“互联网医院”平台看
诊续方

▲顾客在药店店员的引导下进行在
线问诊

家庭病床云申请
医护上门来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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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订店送”订单多
药房还能“云问诊”

01 02

03 04

（福建日报记者 张静雯 储白珊 实习生 陈雨辰）

▲在福建省级机关医院“互
联网医院”的数据监控平台
上，在线就诊等相关数据可
实时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