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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上午11点，舟山镇石塘徐
村 50 多岁的尹阿姨，因十余天没什
么胃口，到该村卫生服务站就诊。
服务站周医生诊断，其是消化不良
引起，可以开中药调理，于是利用中
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系统开方操
作，联系中医院专家，开了中医药颗
粒剂。当日下午3点，中医院通过中
医智能医联体平台试开的第一单中
医药颗粒剂，就已经送到了患者手
里，标志着我市中医药一体化互联
服务成功启动。

今年，市卫计局致力推进中医
信息化建设，打造区域中药房、名老
中医共享中心，引进了中医智能医
联体项目。该项目建成后，永城百
姓看中医将会更加方便，尤其是一
些偏远村庄的村民，在家门口就可
直接享受到县级医院高水平高质量
的中医药方面的服务。

中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方便了广大看

病群众，也让基层医疗机构医生看诊开方更

加有“底气”。

“诊治过程中出现疑难杂症怎么办”这

个问题曾经一直困扰着基层卫生服务人

员。如今，中医智能医联体项目的建设让广

大基层医疗工作者信心大增。通过中医智

能诊疗系统，患者可以在社区门诊接受平台

名医专家提供的远程会诊服务，通过视频面

对面交流患者的病情，并给出合适的诊治方

案。这样患者能减少异地奔波，在家门口社

区医院就可以享受名老中医专家实时会诊

服务。

“引进中医智能医联体项目是为了提高

中医服务水平，对中药材进行一体化管理，严

格把控药材质量关，让百姓能安心、放心，并

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王文勇如是说。

市卫计局推进中医信息化建设
打造区域中药房、名老中医共享中心

中医智能医联体共享服务惠民便民

□记者 陈爱姝 章芳敏 见习记者 施金果 通讯员 胡颖鹏

创新模式 中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覆盖全市

中医文化历久弥新，为响应

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浙江省中

医药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

快推进中医信息化建设工作，我

市今年开始建设中医智能医联体

项目。自 21 日起，市卫计局与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就下基层开展中

医智能系统操作培训。截至 25

日，芝英、前仓、石柱、城西等 10

个镇街区卫生院及辖区村卫生室

的责任医师参加了培训。今后，

培训将持续进行，全市各镇街区

都 将 开 展 中 医 药 一 体 化 互 联 服

务。

市卫计局信息中心主任王文

勇介绍，中医智能医联体项目主

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共享中

药房建设、建设中医诊疗系统以

及提供中医远程会诊服务。通过

“互联网+”的模式，市民能享受

“中药代煎”、“送药上门”和名老

中医会诊的服务，医生能共享全

国数百名名中医开具的经典药方

并在就诊中积累中医知识。

我市的中医智能医联体项目

建设覆盖范围包括中医院、第二

人民医院、永康医院、第六人民医

院、市域内 15 家镇街区卫生院，以

及 189 家服务站、村卫生室，覆盖

人口约 73 万人。届时，区域覆盖

的卫生服务系统将逐步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

共享中药房 专人管理、包邮到家、安全有效

为了确保中药品质，我市以

市 中 医 院 为 核 心 ，将 原 有 中 药

房、煎药房进行全面升级，尝试

建立起一个覆盖 199 家镇、村卫

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共享中药

房 。 市 民 只 要 在 覆 盖 范 围 内 就

诊，便能享受中药饮片统一配送

服务。

王文勇告诉记者：“如果不需

要代煎或者快递送达，市民可以选

择自己前往中医院取药；如果需要

代煎和‘送药上门’服务，市民 24

小 时 之 内 便 能 在 家 收 到 中 药 饮

片。而且‘送药上门’服务是免费

包邮的。这样一来，代煎成本大大

提高了。虽然目前建设中医智能

医联体项目还存在一些难题，但是

我 们 卫 计 部 门 会 竭 尽 全 力 实 施

好。”

在外行人看来，煎中药是件

简 单 的 事 情 。 其 实 不 然 。 据 介

绍，为了提升中药的药性、药品质

量，使中药更加安全、有效，中医

院还专门安排了一名硕士毕业中

药师负责共享中药房的煎药、储

存、配送等相关工作，让老百姓放

心享受这项贴心的服务。

中医智能诊疗 智能药方辅助、名中医资源共享

我市部署的中医智能诊疗系

统是一个包含中医智能辅助开方、

适宜技术辅助决策、临症学习等功

能模块的平台，结合名老中医资源

库，为中医师提供了难得的临症学

习机会，并有效提高基层卫生机构

的中医药服务水平。

24日，市卫计局、市中医院相关

领导、专家带队来到芝英镇中心卫

生院，组织芝英镇辖区基层医疗单

位相关责任医师，开展了“中医辅助

诊疗云系统、中医药一体化互联服

务开方”等操作培训。通过智能诊

疗系统诊断病人的症状，产生一张

“智能药方”，医生可以根据这份药

方做适当的调整，在用剂用量、药品

的性质等方面，智能系统都会有相

应的提示。这不仅让中医的医疗诊

断更加智能化，并有效提高基层卫

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水平，还能通

过信息技术共享优质医疗资源，进

一步提高中医的现代化水平。

参加此次培训的王医生说：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院医生，我觉

得参加此次培训受益匪浅。今后，

我们如果遇到有的疑难患者就有

了好参谋，中医院专家随叫随到，

基层群众也能得到更好的中医药

服务。”

中医智能诊疗系统的建设有

利于我市中医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整

体提高，项目建成也标志着市域范

围内中医信息化水平的整体提升，

合理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有效促进卫

生行政部门工作管理的现代化。

今后，我市中医药信息化建设

将从全局和长远观点出发，围绕数

字卫生的大框架建设，充分考虑各

类资源整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坚持通盘统筹、突出重点，分阶

段组织实施，边建设、边完善、边发

展、边提高。

中医远程会诊
视频面对面、诊断更方便

信息化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

向，已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导力

量。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成

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做出实

施网络强国战略、云计算创新发展、大数据

战略、物联网健康发展、“互联网+”行动、人

工智能规划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启了

我国信息化发展新征程。

今年，我市引进的中医智能医联体项目

也让广大市民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的便

利。曾经，“看病难、看病贵”一度成为普通

百姓生大病就诊时的困局。随着“双下沉、

两提升”战略的落实，医疗资源正逐步实现

均衡化。如今，中药也开始实施“送货上

门”。我市实现中医药资源共享，离不开各

相关部门的重视，尤其是市卫计局及其下属

单位的不懈努力。我们希望，这项举措能更

好地推动“分级诊疗”体系的实施，让普通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市级乃至省市级

名医的优质医疗服务。

■记者手记

紧跟“互联网+”潮流
共享中医药资源

操作培训 贴三伏贴

改建中的芝英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综合服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