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中东地区国家阿
曼、 伊拉克、 科威特和巴林24日
均报告了本国首次确诊的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 伊朗24日宣布确诊
病例升至47例， 死亡12例。

阿曼卫生部24日说， 该国首
次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两
名从伊朗返回的阿曼公民， 目前
状况稳定， 正在接受治疗。

伊拉克卫生部24日说， 伊拉
克南部城市纳杰夫当日确诊该国
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感染者
系一名来自伊朗的学生， 目前已
被隔离。

科威特卫生部24日说， 确诊
3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这也是

该国首次确诊相关病例。 科威特
自22日起连续两天通过6趟航班
从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撤离
约800人， 这3例确诊病例就是撤
离人群抵达科威特后接受检测时
发现的。

巴林卫生部24日说， 该国当
天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感染者是一名从伊朗回国的巴
林 公 民 ， 目 前 已 开 始 接 受 治
疗 。 声 明 还 说 ， 卫 生 部 正 在
采 取 进 一 步 预 防 措 施 ， 包 括
检 测并隔离所有密切接触者 。
卫生部还向民众发送短信， 告知
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应及时隔离并
联系卫生部门。

新华社电 韩国疾病管理本
部25日通报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 当地时间24日16时至25日9
时， 韩国新增60例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增至893例，
大部分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
地区。

新增的60例确诊患者中， 16
例发生在大邱市， 33例在庆尚北
道。 此外， 京畿道、 庆尚南道、
釜山市、 首尔市均有新增病例。

全国新增死亡病例1例， 累计死
亡病例8例， 治愈并解除隔离的
病例增至22例。

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25日表示， 目前要求出现聚集性
感染的大邱某教会成员全体在家
隔离， 防疫部门正对其中出现发
热等症状的1300多个疑似病例集
中进行检测， 因此最近几天确诊
病例数字大幅攀升， 预计26日可
完成检测。

韩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至89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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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在线问诊火爆，
会成为未来常态吗？

(上接第１版)
王东明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

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疫情防
控工作， 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的统
一部署，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继续毫不放松抓好全国总工会机
关及所属单位的防控工作， 确保
不出纰漏、 不出问题。 要继续加
强对各级工会疫情防控的工作指
导， 给予更多支持帮助， 指导各
级工会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团
结带领职工群众为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作
出应有贡献。

王东明强调， 要牢牢把握当
代工人运动主题， 广泛深入持久
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
赛，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和 “十三五” 规划
收官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大力弘
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
神， 认真组织好全国劳模和先进
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 评选表彰
要坚持面向基层、 面向一线、 面
向普通劳动者， 要向为抗击疫情

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线医务人员和
其他战线的职工群众倾斜， 坚定
不移地唱响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
崇高、 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
的主旋律。 要切实履行工会基本
职责， 全面落实稳就业举措， 努
力做到多转岗 、 少下岗 ， 多就
业、 少失业； 依法调处劳动关系
矛盾， 坚决防止小事拖大、 大事
拖炸； 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的
医务人员， 分类精准帮扶城镇困
难职工解困脱困。 要加强职工思
想政治引领， 引导职工坚定不移
听党话、 矢志不渝跟党走。 要保
持高度警惕， 增强忧患意识、 强
化底线思维， 切实做到 “五个坚
决”， 维护职工队伍团结统一和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
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主持
会议。 张工、 蔡振华、 阎京华、
江广平、 李晓钟、 魏地春、 张茂
华、 许山松、 王俊治、 曲昭伟等
全国总工会党组、 书记处同志出
席会议。

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24日表示， 世卫组织
和中国联合专家考察组已结束在
中国的疫情考察工作， 专家组认
为中国防控疫情措施避免了大量
病例， 疫情顶峰已过， 尚未构成
全球性大流行， 有关情况应给所
有国家带来防控疫情的信心。

“应该给所有国家带来希
望、 勇气和信心的关键信息是，
这种病毒能够被控制。” 谭德塞
在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举行的例
行记者会上说。

他说， 专家组前往中国几个
省份， 也到了武汉市 ， 在 病 毒
传播能力 、 疾病严重程度及已
采取措施的效果等方面有了一些
认识。

专家组认为， 中国疫情在1
月23日至2月2日期间达到顶峰，
此后一直在稳步下降。 轻症患者
康复时间平均约为两周， 重症患
者可能需要三到六周才能康复。
中国防控疫情的措施避免了本可
能出现的大量病例。

关于全球疫情形势， 谭德塞
说疫情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但各国应该做好准备。

他呼吁各国根据实际情况评
估风险， 重点做好三个 “保护”：
第一 ， 优先保护医卫工作人员；
第二， 推动社区参与， 保护最有可
能罹患严重疾病的人， 特别是老年
人和已有健康问题的人； 第三， 有
能力的国家应该尽力控制疫情，
这有助于保护最脆弱的国家。

中国疫情顶峰已过
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世卫组织：

中东多国首次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10余家互联网医疗
平台推出在线问诊专
页 ， 200多家公立医院
开展新冠肺炎免费互联
网诊疗或线上咨询， 服
务近千万人次。 疫情期
间， 在线问诊火爆， 对
于排查疑似患者、 避免
交叉感染、 安抚公众情
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
此趋势下， 在线诊疗未
来会否成为就医常态？

北京的王先生干咳几天后，
觉得自己头晕乏力， “不会中招
了吧 ？ ” 他在忐忑中看到手机
上有条关于在线问诊的推送， 就
点进去了。

发去症状、 交流几轮后， 他
很快得到医生的回复： “您目前
无任何疫源地 、 感染患者接触
史， 暂时不考虑新冠病毒感染，
但要做好观察， 症状严重请务必
去医院就诊……”

疫情期间， 像王先生这样的
人并不少。 对疾病的担忧， 去医
院的风险， 疫情带来的多重焦虑

让很多人选择了新的途径———在
线问诊。 据不完全统计， 疫情期
间至少有10余家互联网医疗平台
推出在线问诊专页， 调动医生10
万余名，超过400万人次在线上咨
询。 部分平台全国用户可免费咨
询，有些平台仅对湖北用户免费。

平安好医生的数据显示， 全
国范围内， 线上问诊增长最快的
10个省市是湖北、上海、重庆、湖
南、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安徽、
四川， 用户线上问诊时最关心如
何辨别、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京东健康数据显示， 在线问

诊平台日均问诊量达10万人次左
右， 高峰时期一小时服务上万名
用户。 相较平时， 呼吸科、 感染
科等问诊量呈现六七倍的增长，
心理咨询问诊量也大幅上升。

甘肃、 上海、 湖北等地都开
通了互联网医院和在线咨询问诊
平台。 江苏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
院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新冠肺炎
网络门诊服务， 目前共开设心血
管内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感染科等近40个科室， 日均就诊
人次约100人， 截至2月18日就诊
总人数近2000人。

一些平台医生表示， 选择线
上问诊的人大都存在此类心态：
焦虑， 不敢去医院， 担心在医院
就诊时间长， 被交叉感染。 从这
个角度来说， 线上问诊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补充线下医疗资源、
避免交叉感染、 缓解公众紧张焦
虑情绪的作用。

———筛查关口前移， 排查疑
似患者。

四川省人民医院副院长王莉
认为， 非常时期， 通过在线问诊
可以对患者进行初筛， 减轻医院
发热预检等方面的工作。 据四川
省人民医院统计， 该院除夕之夜
开通网上 “发热门诊”， 截至2月
21日， 网上咨询问诊量已超过上
万人次。

“通过在线问诊进行一定程
度的初步筛查， 可以让一般感冒
的 患 者 安 心 ， 也 能 让 真 正 有
需 要 的患者尽快去医院就诊 。”
山西运城市中心医院内科医生樊

伟说。
———避免交叉感染， 安抚公

众情绪。
“疫情期间， 在线问诊可以

减少人员集聚 ， 尤其是减少复
诊、 慢性病患者来医院的次数。”
江苏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医生王哲
介绍， 江苏省各互联网医院为居
民提供慢性病、 常见病复诊， 药
品配送等服务， 减少居民到医院
就诊 、 取药可能出现的交叉感
染。 春节以来， 各互联网医院累
计完成线上诊疗10347人次。

“我每天要接诊 50多位患
者， 一些是有发热感冒症状来咨
询的， 一些就是因为心理恐慌。”
参加 “医联” 线上问诊的医生、
四川省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内科
主治医师刘杰说， 比如有人会问
“快递会不会传染病毒”， 网上问
诊通道能及时澄清误区， 让更多
人知晓病毒的具体情况。

———缓解门诊压力， 提升就

诊体验。
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郑力维认为， 冬季本来就
是流感高发季节， 一些人的症状
并非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 不少
患者通过网上咨询得到正确引
导，也大大减轻了医院门诊压力。

为鼓励有复诊或医疗咨询需
求的市民通过互联网医院就诊，
1月30日起， 江苏省人民医院互
联网医院不收取挂号费。 问诊结
束后， 如有用药需求， 医生开出
的 药 方 将 通 过 后 台 传 送 至 药
房 ， 由药师审核通过后发送至
就诊界面， 病人在线支付后， 可
选择自行前往医院取药， 或选择
配送服务。

近期国家卫健委多次发文，
要求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优
势， 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特别是对发热患者的互联网诊疗
咨询服务 ， 进一步完善 “互联
网+医疗健康” 服务功能。

实际上， 在线问诊并不是新
事物， 已成为互联网医疗领域使
用最频繁、 发展最成熟的服务。
有数据显示， 在互联网医疗中，
使用线上问诊的活跃用户数占比
超过半数。

易观医疗行业高级分析师陈
乔姗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
2019年在线问诊行业规模在35亿
元左右。 1月24日至今， 整体诊
疗人次达近千万。 整体问诊需求
与春节前相比约增长六到七倍，
整体在线问诊人群的增长达25%
至30%。

那么， 因防疫而火爆的在线
问诊是否会成为未来常态？ 不少
业内人士表示， 在肯定在线问诊
一系列积极作用的同时， 应看到

其局限性， 如医生资质、 服务水
平差异， 无法解决用户购药的直
接诉求， 难与线下医疗机构形成
紧密连接等。

多个推出在线问诊的平台均
认为， 在线问诊并不能代替线下
就医。 “互联网医院主要服务于
慢性病、 常见病、 多发病， 且只
针对复诊病人。” 王哲认为， 从
医疗规范的角度， 首次诊断仍需
前往医院， 否则可能会有 “未接
触” 带来的诊疗信息的缺失。

按照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2018年印发的 《互联网
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 患者未
在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医师只能
通过互联网医院为部分常见病、
慢性病患者提供复诊服务 。 因

此， 目前在线问诊的应用场景仍
有局限。

但业内人士认为， 在线问诊
大幅提高了互联网医疗用户的整
体 规 模 和 渗 透 率 ， 为 互 联 网
医 疗 领域收获了新的流量 。 未
来， 在线预约挂号比例将稳步提
升， 在线问诊服务范围也将逐步
扩大， 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将快
速增长。

陈乔姗分析称， 互联网医疗
将与实体医疗线下属性进行融
合， 相互补充。 互联网医疗将更
多发挥其属性， 帮助线下提高医
疗资源配置， 缓解目前医疗资源
不均衡的现状， 提高现有医疗资
源的利用效率。

据新华社

在线问诊：筛查关口前移、避免交叉感染

疫情期间在线问诊火爆

在线问诊会成为未来常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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