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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互联网中医医院从系统建设、运营模式、应用效果、制约因素、政策环境等方面进行研究，分
析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现状、特点、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建议，为促进互联网中医医院发展提

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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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１８年来互联网中医医院实现了突破性发
展，中医药就医服务从院内延伸到院外，极大改善

了患者就医体验，拓展了中医医院服务半径和服务

内涵［１］。互联网中医医院通过线上咨询复诊、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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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引导患者合理就医、复诊购药，满足患者就

诊需求［１－２］，对实体医院服务进行了有效互补，充

分体现了互联网中医医院的价值和优势。 “互联网

＋医疗健康”在中医药创新服务中逐渐兴起，互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中医

药融合发展，正在改善与创新中医药健康服务

模式。

２　研究背景

２１　互联网医院发展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公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而优质中医

药医疗资源相对短缺，供需矛盾凸显，亟需应用新

技术、新模式加以应对。随着 《关于推进中医药健

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互联网医

院管理办法 （试行）》相继出台，“互联网＋医疗健
康”在中医药创新服务中逐渐兴起，数字化、互联

网、移动化等信息产品在保障群众对医疗服务的可

及性，减少人员接触和院内聚集，稳定公众心理情

绪和满足常见病、慢性病患者用药需求等方面起到

关键作用。为推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与中医药融合

发展，政策鼓励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

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开展线上线下一

体化服务［３］和远程医疗服务，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

得以逐步改善与创新。

２２　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意义

互联网中医医院的建设发展，创新中医药服务

模式，对惠民、惠医、惠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通过互联网中医医院建立快捷、高效、智能的诊疗

服务形式和全程、实时、互动的中医药服务模式，

依托智能导诊、智能分诊、移动诊疗实现线上就

医，全面改善就医体验，降低就医支出，实现患者

自我健康管理。同时提升中医药专业水平和影响

力，提高中医医院服务能力，缓解供需矛盾。

３　现状分析

３１　互联网中医医院核心政策与规范　

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互联网医疗服务和互

联网医院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共计２０余份。
２０１８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

网医院，《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明

确了互联网医院的性质、内涵、准入标准、执业规

则、监督管理等，意味着互联网医院进入规范发展

新时期。

３２　互联网医院概念和执业准入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阐释了互联网诊疗的概念和内涵，明确执业准入要

求及互联网医院分类［４］；互联网医院业务范畴包括

核心医疗业务 （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等）、非核心

医疗业务 （包括医学咨询、远程教育等）、便民服

务业务 （包括预约挂号、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

３类；互联网医院就诊流程分为诊前、诊中、诊后
３个环节。

３３　中医医院信息化现状

３３１　总体情况　根据２０１９年全国中医医院信息
化建设现状调查数据分析，中医医院基础业务系统建

设整体比较完善，患者服务和业务系统建设覆盖率达

９０％以上，但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整体水平不高，临
床应用系统不够完善，医院管理系统应用覆盖率较

低，患者服务智慧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医药

特色系统应用明显不足，现阶段医院信息化水平不

能很好地满足患者服务、业务管理和临床需求。

３３２　便民惠民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中医医院便
民惠民服务质量、场景不足，深度和广度提升空间

较大，惠民服务功能建设排名前３位的便民结算、
预约服务和自助服务开通率分别为４９３％、４８７％
和４６３％。中医医院远程医疗有待进一步普及，
３５９％的中医医院未开展任何远程医疗活动，在已
开展的远程医疗活动中远程会诊为５２０％、远程影
像诊断为３３７％、远程心电诊断为２０６％、远程医
学教育为１７７％。
３３３　 “互联网＋医疗”相关服务提供率较低　
５８１％的中医医院为患者提供 “互联网 ＋医疗”相
关服务，开通率前 ３位的服务功能是预约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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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诊疗费用支付 （不含医保和商保）

（３４５％）和检验检查结果查询 （３３７％）。医保支
付在互联网诊疗中的开通率相对较低，３０％支持医
保移动支付。２９％中医医院提供线上常见病、慢
性病复诊服务；中医医院互联网医疗有待进一步

发展。

３４　互联网中医医院发展现状

３４１　建设规模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全国互联网医
院数量为 １６００余家［５］，其中互联网中医医院约

２００家，占比约为１２８％。互联网医院建设模式有
实体医疗机构独立申请、实体医疗机构与第３方机
构合作申请、第３方机构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
置３种模式。
３４２　业务范畴　互联网医院业务范畴逐步发
展，贯穿患者诊前、诊中和诊后一站式就医全流

程。 《２０２１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数据显
示［５］，目前互联网医院实现功能占比情况为：预约

挂号 （９１１％）、在线复诊 （８１３％）、远程会诊
（６９１％）、在 线 支 付 （８８６％）、报 告 查 询
（８６２％）、院 内 导 航 （６５９％）、药 品 配 送
（６７５％）、慢 病 管 理 （５６９％）、健 康 科 普
（７４８％）。非核心医疗业务的 “医学咨询”和便民

服务业务的 “挂缴查”是目前互联网医院使用最

多、最成熟的业务；核心医疗业务中部分常见病、

慢性病在线复诊是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最重要

的业务，覆盖率超过８０％，普及率不断提高；“互
联网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普及率较低，占比仅
３０％。目前中医药特色业务范畴主要包括中药代煎
与配送、中药制剂、拍方抓药、线上治疗预约 （贴

敷、推拿、针灸、刮痧、拔罐等）、上门护理 （贴

敷、推拿、针灸、刮痧、拔罐等）、健康管理与治

未病、中医体质测评、中医文化数字化传承、互联

网中医名医馆、中医信息采集服务 （四诊仪、经络

仪等）。

３５　互联网中医医院运营现状

３５１　运营模式　互联网中医医院线上诊疗因无
法完全满足传统 “望闻问切”诊断技术应用，患者

主动到中医医院就诊意愿并不高。同时公立中医医

院对互联网医院运营缺乏经验和动力，其互联网业

务服务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供互联网信息系统

承建方的运营推广能力。互联网医院运营主要有医

院自运营、联合运营、第 ３方平台运营 ３种模
式［６］，目前大部分互联网中医医院整体运营和发展

完全由实体医院自行主导。

３５２　运营效果　互联网医院整体运营效果有待
提高。 《２０２１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数据显
示［７］，互联网医院日均诊疗量在５０人次以下的占
比最高，达 ３９％；３０１～５００人次的医院占 １１％，
５７％的互联网医院日均处方量在 ５０张以下；相较
于独立设置型互联网医院，实体医疗机构互联网医

院线上业务量较小［５］，实体医疗机构普遍缺乏对互

联网医院的有效运营管理能力。互联网医院业务主

要集中在医学咨询、线上复诊、电子处方等，尚未

形成线上线下医疗服务相互融合发展的局面。多家

互联网中医医院统计数据显示：皮肤疾病、妇科疾

病、男性病、儿科疾病、呼吸内科疾病就诊率排在

前５位。调研互联网中医诊疗数据显示［８］：中医皮

肤科、中医妇科、中医男科、中医儿科、中医脾胃

病科、中医疑难病科、中医肿瘤科、中医肾病科、

中医呼吸科、治未病等中医特色科室较受欢迎。

３６　互联网中医医院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对互联网

医院准入、执业规则和监督管理等事项进行了规

定，但业务范围界定有待进一步清晰，业务规范有

待进一步完善，操作性有待增强。目前互联网医院

质量控制行为管理均由依托的实体医院进行，互联

网诊疗服务流程和规范标准有待完善，互联网医院

诊疗范围被确定为复诊，但各地执行时存在较大差

异。部分医院只要求患者上传初诊病历，不对患者

初诊医院进行限制；部分医院要求必须是初诊在本

医院的患者才能在其互联网医院进行复诊。此外还

存在互联网医院患者就诊信息线上线下未实现共享

互联、无法有效追踪和溯源、线上诊疗流程缺乏监

管等问题。互联网医院项目收费业务形态有待明

确，线上医保结算尚未全面放开，不同区域的医保

政策不统一、医保信息暂未实现互认，线上开展服

务项目备案机制有待健全，医保和物价政策有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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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政策层面规范有待进一步细化。

中医传统诊断方法 “望、闻、问、切”在互联

网线上诊疗受到一定限制，中医独具特色的刮痧、

推拿、针灸等非药物治疗方法在与 “互联网＋”相
结合的过程中缺乏深度融合，闻诊、切诊及上述相

关非药物治疗方法仅依靠互联网还无法很好地实

现。中医移动面诊受到执业地点约束，互联网中医

诊疗大众接受度有待提高。互联网中医医院实现的

线上功能更多是挂号、缴费、查询等便民服务和简

单的在线咨询、药品配送等业务，更多集中在轻业

务模式，未形成线上线下中医药服务闭环。

中医医院整体信息化建设基础相对薄弱，基层

中医医院配套信息系统建设有待完善，软硬件基础

条件和技术水平较难支撑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等

业务形态的发展，患者信息线上线下、院内院外的

互联互通难以实现，影响互联网中医诊疗的快速发

展。大多数中医医院尚未建立有效的运营管理机

制，缺乏独立的管理运营组织。互联网诊疗定价较

低，缺乏成本补偿机制和激励评价，难以调动医生

持续开展线上诊疗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互联网

问诊相比线下诊疗需花费更多时间沟通，不利于互

联网中医医疗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使医院内

部网络与互联网连通，数据共享范围和数据量持续

扩大，内外网数据交互日益频繁，网络安全、数据

安全、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持续增加，给医院网络安

全带来风险，对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互联网医院

信息平台涉及患者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

方式等个人信息以及医疗数据，如果安全管理和技

术措施不到位，信息可能被泄漏，患者隐私将受到

侵犯［４－６，９－１０］。

４　互联网中医医院发展建议

４１　建立互联网中医药诊疗服务规范和监管体系［１１］

制定互联网中医药诊疗服务规范，明确互联网

中医医院监管主体、范围和职责，细化互联网中医

药诊疗质量监管原则和服务要求，落实互联网中医

医院监管责任。一是明确互联网中医医疗机构、人

员管理要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成本补偿

机制和激励评价机制，制定互联网中医药诊疗有关

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药学服务、信息技术等管理

制度。二是完善互联网中医诊疗业务规范和质量控

制规范，如互联网患者范围和管理、病历书写和保

管、处方管理和药品配送等。三是明确监管责任和

处罚。

４２　完善互联网中医药诊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
体系

　　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中医药诊疗与服务价格体
系，建立适合互联网特点和中医药特色的服务项目

价格，线上复诊费用按照医生相应职称的门诊诊查

费定价，完善 “互联网 ＋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政
策，优化 “互联网 ＋医疗”服务医保经办管理服
务，提升医生开展互联网诊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４３　适当开放中医移动面诊和互联网中医首诊

中医移动面诊是指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借助

移动终端 （手机、平板电脑等）与患者面对面进行

诊疗，这种诊疗方式较适合中医诊疗习惯。通过互

联网医院平台可以实现移动中医诊疗，极大地方便

患者和医生。中医移动面诊可以实现首诊，建议修

订相关就诊规范，在规定的特定病种、特殊患者、

特殊系统、特殊地区、特殊场景适度开放互联网中

医移动面诊和首诊，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提供优质

的中医药服务。

４４　做好互联网中医医院顶层规划和设计

根据相关规范、政策要求，结合中医医院自身

特点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互联网中医

医院建设的顶层设计，在互联网中医医院平台功能

设计与建设、运营规划与执行、互联网诊疗质量与

安全管理、互联网诊疗定价与医生激励绩效等方面

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规划与设计，选择合适的建设

模式和合作方，加强互联网中医医院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及信息系统建设，确保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

应用、服务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

４５　加强互联网中医医院运营推广

互联网中医医院作为相对独立的机构主体，应建

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包括运营管理、医疗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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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管理、绩效和评价等。一是明确互联网中医医院

与实体医院的关系，合理调配医疗资源，创新线上线

下业务和患者服务的融合机制，建立互联网中医医院

运营规程，实现持久有效的管理和发展。二是加强

互联网中医医院运营推广与宣传［１０］，建立合理的评

价和激励机制，加强互联网中医医院运营管理与生

态建设。三是将线上医疗业务作为一种新的诊疗模

式纳入到正常医疗业务范围中，积极创新发展院前

咨询、院后随访、移动中医护理等服务。四是探索

科学适用的互联网服务运营方式，优化医疗服务流

程，与药店、区域检验、快递等第３方服务机构对
接，保证医疗服务连续性以及线上线下资源共

享［１２］，最大程度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４６　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工作

互联网中医医院应充分考虑各层面安全风险，贯

彻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从安全技术、安

全管理两方面构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和总体安全策

略，在进行信息系统规划、建设、运维过程中对照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的３级等保要求严格
落实执行。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

防护、安全意识教育与管理。强化信息系统及数据

安全风险评估，定期对信息系统及数据安全进行风

险评估，及时掌握信息系统及数据安全状态，针对

风险评估及监测预警结果及时通报并制定相应处置

措施，防止系统攻击、数据外泄等事件发生。积极

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及备案、网络信息安全

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等工作，确保医院网络、信息

系统、医疗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保护到位。

５　结语

以中医医疗机构主导、第３方机构提供技术支
持，双方共建互联网中医医院的模式将是未来主流

方向。互联网中医医院发展深度融入中医药服务体

系，是线上线下一体化、分级诊疗的重要平台和载

体，将成为推动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医药作为重要的卫生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有

潜力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是国

家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大国际合

作发展潜力。互联网中医医院将为互联网中医药诊

疗、电子处方、药品配送以及中医药治未病、中医

药科普传播提供平台和渠道，极大地促进中医药的

国际应用、普及和发展。同时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

将促进医疗联合体协作平台发展，实现优质中医药

资源下沉和基层帮扶，为实现中医药服务协同诊治

管理提供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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