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底，浙江省最早提出“最多跑一次”的改革举措，

并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全国复制推广。

那么，在医疗卫生领域，老百姓看病如何能“少跑路”、“就

近跑”甚至“不跑路”呢？5 月 18 日下午，不少卫生系统管理

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沙院

区寻找答案。

邵逸夫医院从挂号、检查、住院、手术、付费等群众最急、

最忧、最烦的“关键小事”做起，开展了一系列服务流程的优化

和服务方式的改进。

看病难、看病烦？是时候甩掉这个旧印象了。

邵逸夫医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预约检查、床边结算，让患者少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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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看病时间节省一大半
杭州的刘先生因出现腹部绞痛，来到邵

逸夫医院就诊。去医院前，他已在线预约了

消化科专家号，按系统发来的预约时间，他进

入诊室。医生诊断他为轻度胃炎。刘先生在

手机上支付了药费后径直到药房拿药，整个

过程仅花了半个小时。

早在 2014 年，邵逸夫医院就在国内率

先实现门诊医疗服务全流程移动智慧就医。

目前，邵逸夫医院已形成以官方微信公

众号、支付宝生活号、医快付 APP 等组成的

移动就医端，并成为国内首家省医保移动支

付试点单位。如今，智慧医疗预约挂号比例

已超过 80%，为省级医院最高，门诊就医时

间也从原来的4～5小时缩短为1.7小时。

最近，邵逸夫医院正在推行方便化疗病

人的新政——“病人无需住院，在门诊化疗即

可享受住院报销比例”。

住院：病床旁办理出院手续
昨天上午，做完肾结石手术的王先生，准

备出院，他正吩咐老婆尽早去排队，护士却推

着“移动结算推车”来病房，不到两分钟替他

办完了出院手续。

王先生在床边，就拿到了出院发票、医保

结算清单，剩余的押金直接返还银行卡。随

后，出院带药也经物流轨道从药房直接送到病

房。

不仅出院“少跑腿”，邵逸夫医院还在患

者入院、手术环节进行改革，在国内最早设立

入院准备中心，患者可“一站式”完成所有入

院前检验检查以及术前麻醉会诊，将微创手

术同日间手术模式相结合，实现了“住院—手

术—出院”仅需一天。

目前，邵逸夫医院平均住院日6.52天，为国

内三甲医院最短，日间手术比例已达到20.3%。

急诊：一体化急救模式
73 岁的李大爷突发脑卒中，被 120 紧急

送往邵逸夫医院急诊。在李大爷到达急诊的

途中，他的心电监护、生命体征及救护车内的

实时画面、救护车所在的位置正显示在邵逸

夫医院急诊室的大屏幕上，根据李大爷的情

况，卒中中心的急救团队已做好了溶栓的准

备工作。

李大爷从发病到开始接受溶栓治疗仅耗

时26分钟，远低于2018年“美国卒中学会发

布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早期管理指南”中推荐

的平均时间45分钟。

另外，邵逸夫医院还建立卒中中心、胸痛

中心、创伤中心，为患者提供医疗绿色通道和

一体化综合救治服务，通过院前急救信息化系

统，为患者赢得了抢救时间，提高了抢救成功

率。

远程：“云诊室”连百家
5 月 18 日，杭州凯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全科医生蔡小琴，通过“邵医·纳里健

康云”的“云诊室”，帮 56 岁的陈大爷预约好

了上级医生的门诊及床位。

“借助先进科技手段、不断完善医疗体系

改革，我们努力推动病人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教授说。2015

年，邵逸夫医院上线实施分级诊疗的智慧医

疗云平台“邵医·纳里健康云”，每月服务 20

余万人。平台上的“云诊室”已接入社区医院

近百家，有效实现“首诊在社区、大病去医院、

康复回社区”的分诊闭环。

“无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如何升级换

代，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看病更方

便。我们要紧紧扭住‘最多跑一次’改革这个

‘牛鼻子’，优化服务，让病人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蔡秀军说。

本报讯 55 岁的韩国大叔李先生（化

名），目前在浙江搞产品研发。三天前，他突

然感觉右眼里有黑影在飘，持续了几十秒,再

抬起头，对面的同事，只剩下一个模糊影子。

右眼怎么突然看不清了？李大叔出了一

身冷汗，他叫来秘书直接往杭州赶。经诊断，

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导致的玻璃体积血，

需尽快做微创玻璃体视网膜手术。

据统计，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已达 1.14

亿，在所有“糖友”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

病率超过24%。

李大叔长得有点像唱《江南 Style》的韩

国歌手鸟叔 PSY，个头中等，身材偏胖，来浙

江五年了。他每周喝两三次酒，爱吃面条、米

饭，食量也大，而且每顿饭必须有泡菜。秘书

说，每个月她都会收到老板托人从韩国寄过

来的泡菜，腌萝卜、腌黄瓜、腌小葱，各式各

样。

其实，米饭、面条淀粉含量高，泡菜在腌

制时会放不少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摄入

量都得控制，但李大叔不在意这些，患糖尿病

十年，没哪不舒服，也就没注意控制。

去年年底，他回韩国做白内障手术，发现

眼底情况不太好，医生建议他做眼底激光治

疗。但李大叔工作忙，也没放心上，“东西都看

得清清楚楚，哪有这么夸张”。

结果，两个月前，他的左眼视力骤降，只

能看见眼前的手指，因为挂不上浙二眼科中

心的号子，最后在上海做了手术。而这周，右

眼视力从 0.5 降到了 0.04，也就是站在视力

表前，只能看见最上面一两行。

浙二眼科中心副主任、眼底病科主任、中

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底病学组委员方肖云

说，李大叔两只眼睛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这是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由视网膜微血管

病变引起。血糖长期控制不好，视网膜缺血、

缺氧，会长出许多新生血管，这些血管很脆

弱，容易破裂、出血。

浙二眼科中心眼底组张丽副主任医师

说，李先生右眼视力术后预计能恢复到术前

水平，但如果再耽误一段时间来就医，即便手

术，视力恐怕也难以恢复。

2017 年，浙二眼科中心共接诊约 4 万例

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大多都是视力严

重下降，才意识到糖尿病对眼睛的危害。

方肖云主任还明显感受到一个变化，过

去这类患者大多五六十岁，现在三十岁左右

的年轻人也很常见。

前几天，她接诊一个 30 岁的小伙子，双

眼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积血，只

能勉强数清眼前手指数目，这时才后悔没控

制好血糖，也从没做眼底检查，急匆匆要求住

院治疗。

方肖云主任分析，一方面随着生活方式

转变，糖尿病患者增多且年轻化，另一方面，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往往没症状，容易被

忽视。

据《我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临床诊疗指

南（2014 年）》显示，1 型糖尿病患者 5 年、10

年、15 年视网膜病变发生率约为 25%、60%

和 80%。2 型糖尿病 5 年以内病程者，使用

胰岛素与不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发病比例

为40%和24%。

那到底该如何防治呢？方肖云主任参与

了该指南的编写，她提出三个防治重点——

第一，控制好血糖，这是重中之重，其次

要控制好血压、血脂；

第二，要定期检查眼底，2 型糖尿病患者

确诊后建议每年查一次；早期发病的 1 型糖

尿病患者可从 12 岁起检查眼底，也是每年一

次，青春期后发病患者一旦诊断即进行筛查。

第三，及时评估视网膜病变程度，增殖前

期病变视情况可行视网膜激光治疗和药物治

疗，早期治疗可有效阻止病变进展且医疗费

用也相对更少。 本报记者 郑琪

饭量大，喜欢吃泡菜，韩国大叔差点失明
眼科专家提醒：糖尿病患者应警惕视网膜病变，最好每年做一次眼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