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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改革改革在身边在身边

每天门诊量近万人次的医院
门诊大厅里并没有过去的长龙
杭州城市大脑深化推进“舒心就医”，病人在医院少跑腿甚至不用跑

挂号窗口前，排不完的长队；等待几小

时，看病几分钟；从诊室到缴费处，要来回

奔波好几回⋯⋯

说起“看病难”，很多人都有过难忘的

经历。

如今在杭州，随着城市大脑“舒心就

医”应用场景的持续深化推进，这种情况已

经得到很大改观。

作为杭州市属最大的综合性三甲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院区面积只有 30 亩，年门诊量却高达近 300 万人次，门诊量

多年居市属医院第一。然而，走进这家平均每天门诊量近万人

次的医院，门诊大楼里却没有钱报记者想象中的人潮汹涌和拥

挤不堪，无论是挂号、缴费或者抽血、取药，都井然有序，每个窗

口只有三四个人在排队。

市民王女士因消化道疾病来市一医院看诊，在门诊大厅取号

机前的她显得非常从容。“几年前还不是这个样子呢。”她笑着说，以

前要来市一看病可是大事，必须早早出门，否则挂号队伍几乎一眼

看不到头，等自己看上医生不知得等多久。“如今，登录‘浙里办’

APP，不仅能挂号，几点几分看诊都能告诉你，而且还能网上取号。”

以往去医院看病，反复排队缴费往往也让人焦虑。传统的

就诊收费采取按检查项目收费，即每做一个诊疗项目，患者就要

去排一次队缴费。比如，CT、化验等检查，就要医生开好单子后

先缴费，等诊断好了还得再缴一次费，然后取药，如果要输液、皮

试、注射，可能还得排一次队。

现在，包括市一医院在内的在杭医院，患者在拿到医生开出的

药单、检查单之后，不再需要去收费窗口付费，在就诊结束后48小

时内或者离院前通过自助机或手机支付即可，也可以由系统代扣。

截至目前，杭州全市343家医疗机构均已开通“舒心就医”，

服务平均使用率 93.24%，累计为 5888 万人次的就诊患者提供

了“先看病后付费”的舒心服务。

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人孩子，也不用担心，只要填上个人信

息，子女家长也可以帮他们挂号，医院也保留了老年人服务专窗

等传统服务方式。

门诊大厅里，再看不到过去的长龙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彭智军 王文婷 文/摄

从挂号到缴费的一系列改变，是杭州卫生健康数字化改革

发展多年取得的成效，但杭州借助“互联网+”不断改善患者用

户体验的医疗技术革新始终没有停步。

杭州市一医院互联网医院办公室主任陈斌有些自豪地向钱

报记者展示了医院去年10月1日上线的“互联网医院”系统。

打开杭州市卫健委推出的“杭州健康通”APP，点击“互联网医院”，

所有科室的医生一目了然。需要复诊的患者，可以直接将自己的问题、

检验检查报告上传，问诊费用和线下一样都是15元。“其中14元可以直

接从医保扣除，也和自己本人来医院看病一样。”陈斌说，医生看完病

后开出处方，药品可以直接配送到患者家里，费用也是医保线上支付。

这一点上，互联网医院的确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病人少

跑腿甚至不用跑。

陈斌介绍，今年 4 月市一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功能将进一步

升级，在网上看病如果需要做进一步检查的，医生可以直接开出

检查单，患者只要按时来医院做检查就可以了，精确到几点几

分。“到时候你都不用出示预约号，只要在门口刷脸就可以了，连

打开APP找菜单的麻烦都免了。”

运用“互联网+”化解看病难的成功尝试，在杭州市一医院还有

很多。今年春节前夕，因返乡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需求激增，市一

医院提前预估形势，去年10月就在医院公众号等平台上推出了核

酸检测在线预约，截至目前已服务两万余人。虽然最高峰时每天仅

移动端就有近千人预约检测，但由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具体检测

时间，从未出现检测窗口排长队的现象。

手机下个单，预约看病就搞定

市一医院可以说是杭州“舒心就医”服务的

缩影。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信息化便民应用在

杭州卫生领域广泛开展。

健康码，这一疫情期间依托杭州城市大脑

推出的“国民级”应用，并未止步于防疫，而是不

断升级，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卫士。

去年4月24日起，参加杭州市级医保、开通电子

社保卡的市民，可凭健康码前往在杭医疗机构

“一码就医”，用“健康码”挂号、就诊、缴费、结

算、取发票，实现看病“不带卡”“不带本”“一码

通行”；4 月 25 日，杭州健康码上线“心理援助”

板块，为市民心理健康保驾护航；4 月 30 日，杭

州健康码又增加“一键急救”功能，通过该功能

进行 120 呼叫，调度台可实时获取求救者位置、

健康档案等信息，提高医疗救助成功率⋯⋯

钱报记者从杭州市卫健委获悉，截至 2021

年2月18日，“一码就医”累计服务2553.53万人

次，日均使用量12万余次。

而使用电子健康档案后，将医保参保人员的

就诊购药信息和电子病历都归集其中，在全市范

围实现参保人员电子病历区域共享。只要授权

医生调阅患者电子健康档案，可全面了解掌握患

者健康状况。杭州还打通了省、市医院检查检验

“不通”的壁垒，实现12家在杭省级医院和48家

市区级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信共享，医生诊间系

统自动弹窗提醒3个月内重复检查项目。目前，

这一应用正在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

“经多方协同，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授权

同意的前提下，我们上线了预约挂号、一键急

救、健康证明、健康档案、心理援助等多种健康

应用场景。医生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反馈是，以

往病人的纸质病历，翻翻都要半天，现在看电子

病历，病史的进展、影像的比对一目了然，诊疗

效率和质量都提高了。”杭州市卫健委规划信息

处处长何炜说。

还有出生“一件事”联办、用血费用“一站

式”减免、医疗票据全面电子化、城市急救智能

联动⋯⋯杭州依靠“互联网+”的理念，持续深

化医疗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

去年底，杭州市政府公布《推进健康杭州三年

行动（2020~2022年）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依托城

市大脑建设，以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互联互通、“两卡融合、一网通办”、“舒心就

医”为重点，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

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的网上诊疗服务。

可以预见的是，在这场没有终途的改革中，

杭州在不断提升患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品质

感的同时，也将继续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更多

的杭州经验、杭州智慧、杭州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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