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完善北京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提升签约居民获得感， 今年4月26日， 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
《关于推广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的通知》， 决定在全市推广 “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 “智慧家
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在实际运用中发挥的作用如何？ 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又有何具体感受？ 近日， 记者前往丰台区方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海淀区青龙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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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诊疗辅助医生诊治

10日下午3时左右， 54岁的
于女士来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就诊。 于女士家住丰台区群芳
园二区， 自己及丈夫、 婆婆均在
去年签约了家庭医生， “如今，
有问题我会通过手机端 ‘身边医
生’ 向我的签约医生咨询， 很方
便。” 于女士点开手机中的方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再点击右下方的 “身边医生 ”，
一边向记者展示一边说， “有一
次， 晚上11点了， 我婆婆突然感
到心脏不舒服 ， 我立马询问医
生， 医生了解症状后回复说情况
并不十分紧急， 叮嘱我先让婆婆
吃点药再静静休息一下， 后来婆
婆情况好转我也放了心。 当时医
生回复很快， 有时我早晨起床 ，
觉得哪里不舒服就会联系签约的
医生， 几乎都是马上回复我。”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副主任医师赵欣颖介绍， 刚刚一
个病人有咳嗽、 喉咙痛的症状，
在医生电脑门诊诊疗界面上的
“主诉” 一栏填写咽痛， 由于平
台嵌入了人工智能临床支持系
统 ， 平台就会弹出疑似危重疾
病、 疑似常见疾病两部分内容。
“这对医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
不会漏诊掉急性会厌炎这样的危
重疾病， 而咽炎、 上呼吸道感染
是常见的疾病。” 赵欣颖说。

“我再在主诉里填写咳嗽，
疑似危重症就变成了慢阻肺的急
性加重， 但下面的信号只亮起一
个小格， 表示可能性不是很大。
所以刚刚的病人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咽炎、 上呼吸道感染。” 赵
欣颖表示， “其中提示的疑似危
重疾病， 点进去会有表现、 处理
等内容可以参考 。 医生是主要
的 ， 智慧诊疗可以起到防止漏
诊、 误诊的作用。”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6
年逐步探索智慧家庭医生模式，
目前， 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率
35.6%，重点人群签约率90.2%，已
实现了签约居民70%的首诊在基
层 ， 患者对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95%以上。 除了“身边医生”手机
端、人工智能临床支持系统，中心
还建立了智能慢病管理平台。

全科门诊护士长王颖介绍：
“每一季度， 我们会对高血压和
糖尿病患者做一次面对面的慢病
随访， 中心将国家慢性病规范管
理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作为知识
库嵌入系统中， 建立的智能慢病
管理平台， 会智能化分析患者本
人这一个季度的数据， 生成一个
个性化的评价结果和建议。 这份
个性化的评价结果 ， 可以形成
《慢病综合管理评估报告》 打印
出来， 发放给患者。 智能慢病管
理平台还有慢病分析的功能， 会
筛查出需要医护团队重点关注的
患者。”

智慧随访实现数据
线上管理

12日， 记者来到海淀区青龙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心副主
任张威介绍： “我们中心家庭医

生团队基本由全科医生、 社区护
士、 预防保健人员、 中医医生及
家医助理组成， 目前就诊患者签
约率在95%以上。 中心利用多种
方式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 其
中最为便捷的是社区居民关注中
心的微信号后， 进入 ‘微网站’

可 以 进 行 家 医 签 约 、 建 立 个
人 健 康档案等 ， 同时还能查看
一些健康问题解答和中心活动公
示。 智慧的手段可以辅助家医团
队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
服务。”

与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医生使用的 “身边医生” 手机
APP类似， 青龙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家医团队配备了 “移动智
能平台———全科大夫APP”， 并
与中心的 “微网站” 互通， 可以
对签约患者进行相关管理服务。
“在家医团队上门服务以及下社
区进行老年人健康体检时， 可通
过 ‘全科大夫’ 采集患者或居民
心电图 、 血压 、 血糖等健康数
据。” 张威说。

“我们中心还建立了互联网
心电诊断及管理平台， 其最大功
能在于采集的心电信息可通过心
电云平台传送到中心的心电工作
站， 心电工作站医师可远程进行
审核 、 诊断 ， 实现全数字化保
存。 患者的历史数据还可以进行
新旧对比， 用来辅助诊断发现问
题。 同时， 对于疑难病例诊断，
海淀医院作为我们医联体的核心
医院也可以登录心电云平台给予
协助诊断， 并且通过海淀医院胸
痛中心， 实现对患者的无障碍转
诊。” 张威说。

全科医师郎玉坤介绍， 社区
居民宋大爷由于脑血管病导致偏
瘫， 因行动不便无法下楼， 虽然
家离中心很近， 对于宋大爷来说
外出诊疗仍很困难。 “宋大爷还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 我们家医团
队会带着配备的这套智能设备到
家中进行访视 ， 为他测量心电
图、 血压、 血糖， 并把测量结果
直接保存到个人档案记录里。 经
过四年的管理， 大爷现在可以自
己在家小范围走动， 家属对此十
分满意。 对比传统沉重的心电图
设备入户 ， 现在的轻便智能设
备， 不仅方便了患者， 也方便了
家庭医生团队。”

智慧沟通方便居民
参加科普讲座

家住军事科学院家属楼的居
民杜女士， 如约在12日上午10点
半来青龙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测
量血压。 原来， 她关注了中心的
微信公众号 ， 进入微信公众号
后点击 “微网站” 就可以看见界
面上方的科普知识和讲座信息，
“我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这里，
基本每个月都来参加活动， 上月
14日下午我还参加了血糖方面的
讲座。”

10日下午3点半， 在方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的诊疗大厅
内， 一位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正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 扫描二维
码关注中心的微信公众号， 并咨
询如何具体使用 “身边医生” 的
相关功能。

同时， 丰台区群芳园二区的
于女士告诉记者， 她常会接收到
签约医师在 “身边医生” 发过来
的小常识和科普活动提醒， 比如
老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高血压
高血脂的科普讲座等等， “我和
身边的朋友、 街坊会互相告知，
一有时间就一起来中心参加。”

在诊疗大厅内， 记者询问来
中心诊疗和正在测量血压的老年
人。 虽然很多老年居民已签约了
家庭医生， 但有几位并不知道如
何使用 “身边医生”。 居民李女
士就是其中一位， 她表示， 在诊
疗大厅的墙上和桌子上贴有二维
码 ， 但她之前并没有留意到 ，
“希望有人能教教我们这些年纪
大的人使用这些功能的步骤， 等
到我们需要时就可以在线上直接
询问签约医生， 并且了解科普活
动等信息。”

“智慧家医优化协同
模式”将分阶段推广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
到， 考虑到全市目前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和社区卫生服务信息化现
状， “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
式” 将分阶段予以推广。

在推广的工作内容上， 分为
核心内容和拓展内容。 核心内容
包括： 医患固定、 医护协同； 智
慧APP、 智慧档案， 目前全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身边医生 ”
APP已上线123家 。 拓展内容包
括： 医医协同、 医社协同、 智慧
诊疗、 智慧上门、 智慧绩效。 在
时间进度上， 今年年底前， 核心
内容要在全市50%以上社区卫生
中心实现， 拓展内容各区应选择
1到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开
展， 2019年开始逐步推开。

“明年全市将在10个区县建
立14个示范中心， 我们承接了相
关的培训工作。” 方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表示 。 “明
年， 我们中心会进一步完善 ‘微
网站’ 和 ‘全科大夫’ 的相关功
能， 用智慧医疗来方便社区居民
就医 ， 提高居民的就诊体验 。”
张威介绍。

吴浩同时表示， “智慧家庭
医生协同优化包括三层含义， 互
联网、 人工智能、 物联网。 通过
互联网可以把数据连接起来， 人
工智能可以辅助家庭医生团队，
解决同质性问题。 心电监测设备
方便患者测量和传输个人数据。
同时， 通过家庭医生团队和患者
的长期固定， 来加深对患者情况
的了解， 相对而言这样更容易对
患者进行精准诊疗， 提升患者获
得感 。 家庭医生是健康的守门
人， 守住健康大门的同时， 也要
精准把 ‘球’ 传出去。 家庭医生
可以帮助确实有需求的患者转诊
到上级医疗机构， 而面对健康问
题， 患者和家人要参与进来， 全
社会要共建共享。”

“智慧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