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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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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预约挂号种类不断丰富

说到看病就医中让人头疼的
事情， 调查中， 被访者较多提及
的就是挂号耗时 、 挂号难的问
题。 目前本市预约挂号方式有很
多 ，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记者发
现， 一些患者挂号的主要方式为
医院现场挂号， 对于预约挂号已
经存在的多种方式并不太了解。

早在2011年7月北京预约挂
号统一平台就正式上线。 平台上
线初期， 支持114电话预约及网
站预约。 2016年， “北京通·京
医通” 预约挂号平台开发建成，
联网的市属医院号源跨院共享。
患者手持一张 “北京通·京医通”
卡或北京医保卡， 就可以在联网
市属医院范围内轻松实现预约挂
号、 取号、 就诊、 缴费、 检查结
果打印、 取药、 大型检查预约等
全流程医疗服务。

北京市医改办综合处处长隆
学文介绍， 目前本市预约挂号渠
道主要包括预约挂号统一平台
（114平台）、 京医通平台、 诊间
预约、 社区预约转诊、 医院官方
网站和手机APP、 自助机 、 微
信、 支付宝、 现场预约等。

7月4日上午8点50分， 位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楼一层的
自助服务区内， 不少人正在通过
自助服务机完成着挂号、 缴费等
操作。 “真是挺方便的， 不用耗
费大把时间用在挂号排队上了。”
患者王女士边完成着挂号操作边
感叹道。

据了解 ， 诸如电话 、 手机
APP、 微信等方式也可以让患者
足不出户完成挂号的操作 。 以
114预约挂号热线为例， 数字统
计 ， 2017年114预约挂号热线呼
叫量超过1000万次 ， 通过114热
线预约挂号数量达到278.8万个，
占比为40.3%。 其中60岁以上老
人通过语音挂号比例达到55%。

此外，至2018年第一季度，本
市共发放 “北京通·京医通 ”卡

935.73万张。 通过“北京通·京医
通”平台，手机微信和自助机累计
完成挂号2536万人次， 平台日最
高挂号量7.5万人次。 市属医院整
体预约挂号率已从2012年的52.2%提
高至2017年的86.2%。

隆学文介绍， 尽管预约挂号
形式多样， 但有些患者仍习惯于
现场窗口挂号。 下一步， 本市将
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指导患者使
用以信息化为主的多种预约挂号
方式。

双向转诊让居民受益

去年本市发布 《北京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医药分开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 将 “完善分
级诊疗制度” 明确写入医改的8
项重点改革任务中。 说到 “分级
诊疗”， 不少人还很模糊。 但是
家 住 西 城 区 德 胜 社 区 的 井 女
士 ， 却感受到分级诊疗带来的
就医变化。

“我是社区和医院双向转诊
的受益者。” 去年9月， 井女士突
然发现自己尿血， 想详细了解病
情的她来到家附近的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 （以下简称北大医院） 就
诊。 “本来想挂这里一个专家的
号， 但是真的很难。” 于是， 她
改挂了另一个医生的号。 “看病
时， 这位大夫还是建议我挂那位
专家的号看看。”

想来想去， 井女士来到西城
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寻求帮
助。 “我咨询了这里的高大夫，
我肾结石的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有没有转诊。 高大夫给我开
了化验单， 发现我的尿中确实有
血。 当时我很害怕， 没想到高大
夫给我做了转诊。” 拿到转诊单
的井女士最终看上了北大医院的
专家号 。 “专家给我确定了病
情， 是肾结石。 还帮我做了碎石
手术。”

据了解， 北大医院于2011年
4月启动社区-医院双向转诊系统
新模式。 北大医院院长助理兼医
务处处长王平介绍， 在此之前，

医 院 与 社 区 间 进 行 转 诊 采 取
的 是 三联单 、 电话 、 传真等传
统方式， 费时费力。 “随着信息
技术的进步、 经过多次探索， 我
院启用了 ‘社区-医院双向转诊
系统’”。

那么社区-医院双向转诊是
怎么一个流程 ？ 以北大医院为
例， 目前该院为社区提供专属号
段， 预约周期为7天。 居民先到
社区首诊， 由社区医师对患者做
初步诊治。 如果病情疑难， 超过
基层医疗诊疗的能力， 社区医师
可以通过系统把患者转到该院。
社区医师在为患者转诊时， 登陆
系统可查看该院7天内的专家号
和普通号， 根据患者情况选择相
应专业的医师 ， 填写转诊详情
（包含主诉、 病史、 查体、 初诊
结果 ） ， 并注明本次转诊事由
（如病情复杂、 药品不全、 深入
检查、 无法诊断、 手术治疗、 病
情危重等等）。 医师接诊社区转
诊患者后， 通过医生工作站形成
回复信息 （包括诊断、 处方、 检
验、 检查等信息）， 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双向互动。 同时， 该院
还通过分析数据、 管理停诊以及
聆听来自社区医师和居民的意见
来改进预约挂号工作。

在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建设的指导意见 》 中提到 ， 到
2020年， 我国分级诊疗服务能力
全面提升， 保障机制逐步健全，
布局合理 、 规模适当 、 层级优
化、 职责明晰、 功能完善、 富有
效率的医疗服务体系基本构建，
基层首诊 、 双向转诊 、 急慢分
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逐
步形成， 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
级诊疗制度。

隆学文介绍， 本市会进一步
强化预约挂号促进分级诊疗的作
用。 一是推广建立“医院-社区”
双向转诊预约平台。 社区全科医
生为患者优先预约大医院号源，
促进常见病、 多发病患者下沉基
层。二是保障基层转诊号源。2018
年度医改重点工作安排明确要
求， 要建立完善大医院优先接诊

基层转诊病人机制， 专家号优先
提供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病
人实名制预约， 医联体内基层通
过家庭医生转诊挂号比例力争达
到大医院挂号的20%， 促进患者
基层就诊， 促进三级医院更多侧
重住院服务和门诊转诊服务。

医联体提升服务效率

朝阳区从2012年起开始启动
医联体建设， 目前已经实现紧密
型医联体覆盖全区。 现在， 越来
越 多 的 患 者 选 择 首 诊 在 社 区
医院， 实现了医疗服务效率的整
体提高， 为分级诊疗建立载体和
路径。

70多岁的齐大爷2006年做了
心脏搭桥手术， 还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疾病。 由于大
医院的专科病房住不进去， 他总
是会耗在急诊科当 “老病号 ”。
如今 ， 他住院不往大医院折腾
了， 家门口的朝阳区六里屯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能接受治疗。 开
始时他和儿女也担心社区医院的
医护水平， 住进去发现， 不但条
件不错， 还有朝阳医院的医生定
期查房、 在线会诊。

让齐大爷乐意在社区就医的
根本性改变， 正是组建于2012年
11月7日的北京市首个区域医联
体 “北京朝阳医院医联体”。 早
在2012年， 朝阳区在全市率先构
建了覆盖全区的新型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朝阳医疗联合体， 并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专科医联体，
形成了优质医疗资源与基层网底
一体化建设。 常见病、 慢性病、
康复期患者回归基层就诊， 疑难
重症患者回归三级医院， 实现了
医疗服务效率的整体提高， 为分
级诊疗建立载体和路径。

朝阳区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今年将继续完善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 实现有效的医联体内部
信息联通， 充分发挥三级专科医
院的学科优势， 同时鼓励民营机
构积极参与。 继续完善儿科、 肿
瘤专科医联体建设， 探索建立眼

科、 皮肤病医联体。

【建议】
尽快建立双向转诊激励机制

今年年初北京市政协全会
上， 来自农工党北京市委、 九三
学社北京市委、 政协专委会和政
协委员提出需要协商办理的涉及
分级诊疗的提案有8件。 委员们
认为推进分级诊疗有效实施的难
点之一正是老百姓在基层首诊的
意愿不强。

市政协委员、 石景山区中医
医院院长李鸿泓认为， 基层医疗
机构要获得百姓的真正认可， 防
病、 治病能力须同步提高， 即使
是治疗常见病、 多发病也要有显
著特色， 可以以全科为核心， 以
适宜的专科或专病为纽带 ， 全
科、 专科协同发展。 在服务特色
上 ， 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
合，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治慢性
病方面的独特优势。

关于推进分级诊疗， 市政协
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
黄宇光建议， 对各三级医院进行
“供给侧改革”， 在工作安排上适
当减少各门类常见病、 慢性病的
门诊量和手术量。 同时增加各三
级医院顶尖优势专业疑难病症的
门诊量和手术量， 在政策上尤其
是绩效考核方面， 鼓励下级医院
对疑难病症患者积极向上转诊，
对具有医学研究价值的疑难病症
患者的各项诊疗费用给予政策性
减免。

黄宇光还提出， 要尽快建立
双向转诊实施方案的规范化流程
和激励机制。 据了解， 患者不愿
意在基层进行首诊， 就是怕耽误
病情， 双向转诊的意义就在于根
据患者病情和治疗情况， 在适当
时机能方便简单地进行转诊。 研
究制定出一整套涵盖各门类、 各
阶 段 病 症 患 者 双 向 转 诊 的 程
序 和 方案 ， 可在最大程度上降
低转诊过程中的沟通成本， 明确
相关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的责权
问题。

挂号排长队、 就诊秩序乱、 看专家难、 上下游就诊通道不畅通……说到看病
就医， 不少痛点、 难点被很多人提及。 近年来， 北京聚焦患者反映强烈的看病就
医中存在的问题。 相关部门通过丰富预约挂号类型、 加强社区与医院双向转诊、
完善医联体建设等措施， 引导患者科学有序就医， 让就医渠道更加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