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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特别不愿意去医院，就怕发
生交叉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家住市南区的陆女士就得了这种
“疑心病”。
今年2月份，陆女士出现疑似感

冒症状，担心去医院发生交叉感染，
她一连下载四个线上医疗App在线
问诊。“这些在线接诊的医生，基本是
来自全国各地三甲、二甲医院的主治
医师，医生资历、诊费等全部公开，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医生，很
方便。”
年初，岛城开通“网上发热咨询门

诊”服务，市民进入联网医院进行线上
咨询，效果等同医院发热门诊。服务开
通仅1天，就向4000余人提供宣教、
咨询和复诊服务，热度已可见一斑。而
记者近日走访调查漱玉平民大药房、
海王星辰健康药房、百姓阳光大药房
和医保城发现，“在线问诊”已成为岛
城线下药房普及的服务。
“如果您购买处方药的话，需要先
扫码登录我们的‘在线问诊’平台，会
有专业医师对您身体的基本情况进行
询问，并为您开处方。”百姓阳光大药
房的线下药师告诉记者，买处方药需
带处方一直是硬性要求，今年很多人
开药方不愿去医院，“线上处方”成为
主流。
“我们跟很多医疗健康App也有
合作，如京东健康、美团、医联等，你也
可以带着App上开的处方过来拿
药。”漱玉平民大药房的线下药师告诉
记者。
互联网医疗行业火爆的另一个表

现，是资本入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共有25 . 5万家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
山东以1 . 3万家位列互联网医疗企业
数量省份排行榜第五名。2020年上半
年，全国共新增互联网医疗企业6 . 3
万家，同比大增153%。

医生多了份“额外收入”
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

月底，各地已审批设立互联网医院近
600家。仅2020年上半年，就有215
家互联网医院挂牌，而2019年全年的
新增总量也不过223家。
医联互联网医院华北青岛办事处

经纪人刘晟表示，医联目前在全国的
实名认证医生已达90万人，仅青岛医
生的注册量就突破了1万人，覆盖岛
城三级医院、二级医院、诊所和社区医
院。
“只要有医师资格证、职业证、职
称证三证其一和身份证，就符合我们
的入职要求。”刘晟告诉记者，互联网
医院的问诊流程和线下差不多，一般
都是执业医生利用碎片时间给自己增
加点额外的阳光收入。
“现在国家也提倡医生多点执业，
我们这个工作相当于兼职。”据刘晟介
绍，医联的工资是一单一结，共分为门
诊费用、处方提成和平台奖励三部分，
门诊费用可以自己设定，从1角钱到
500元钱不等，处方提成和平台奖励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执业医生的阳光收入增加了，对

于退休医生来说，互联网医院也是一
大利好。
目前中国医生的法定退休年龄男

性为60周岁、女性为55周岁，对于很
多已经退休的医生来讲，返聘继续工
作着实辛苦，待在家里养老又过早。矛
盾之下，互联网医院似乎提供了一个
不错的选择。“这份工作总体比较轻
松，系统操作也简单，没有坐班要求，
碎片化时间安排，有时间你就做，没时
间也没有人催你，所以还是挺适合退
休人员的。”刘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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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问诊一跃成“刚需”
“必须要先知道你需要拿什么药，
才能在线上开处方。”市民于女士因为
皮肤瘙痒，近日在岛城某药房买药时
就遇到难题。
“药店里的药师不会看病，我想要
线上问诊咨询一下在线医生，结果店
员告诉我必须要先知道拿什么药才能
问医生。”先知道要拿什么药，再去问
医生开处方，这让于女士觉得有些莫
名其妙。
“在线问诊不就是向医生咨询病
情吗？既然不知道病情，我们又怎么知
道自己需要拿什么药？”于女士认为，
实际过程这样操作的话，那设立“在线
问诊”的意义并不大。
记者在日前走访发现，像漱玉平

民大药房、海王星辰健康药房为代表
的实体药店，其设立的“在线问诊”服
务，目前只是在已确定购买药品名称
的前提下，询问顾客一些过敏史、患病
史等基本事项。
“你如果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药
的话，建议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
们的‘线上医生’也不敢给你确定。”海
王星辰健康药房一位线下药师告诉记
者：“不看病，只开方，在线问不了诊，
最终还是得回到线下。”

医疗App问诊准确率成疑
对于各大医疗健康类App来说，

“在线问诊”使隔空看病成为可能，但
没有了“望、闻、问、切”的问诊，准确率
又有多大呢？恐怕还需要画一个大大
的问号。
记者做了一个试验，将同一张患

有皮肤病的照片，拿给2家网络问诊
平台（京东健康和平安好医生）的不同
医生问诊，最终却得出2个不同的诊
断结果。
“初诊诊断如果仅靠照片，是一种
对病人不负责任的表现。”城阳区人民
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告诉记者。
除了“不负责任”以外，线上问诊

平台的“老大难”还有监管问题。
10月18日，某“春雨医生”用户

在“黑猫投诉”App匿名投诉平台医
生信息造假，该用户称在“春雨医生”
平台上咨询的华西医院消化内科副主
任医师王玉芳与在华西医院官网上查
询到的王玉芳，在学历、照片、级别信
息等方面均不一致。
此前有媒体曾曝光称，某具备“在

线问诊”功能的App存在医生账号出
租现象。出租账号的医生将诊费与兼
职者分成，并且不问对方资质就出租
账号，一个没有医疗知识的人，也能在
平台上为患者“看病”。
“医生接诊后不看病情描述，问几
个问题后就确诊”“付费问诊后，互联
网医生四小时不答复，再问只发广告
宣传，直到时限结束”……在“黑猫投
诉”App，各大互联网医疗平台下都
会充斥着类似的“黑评”，其中针对平
安好医生、微医、丁香医生三家头部互
联网医疗平台的投诉，已累计达到
1234条。
“就是因为看过很多负面评论或
报道，才不敢相信这些线上问诊平
台。”表示从不线上问诊的李女士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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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医生”不看病只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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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吕华

“胃不舒服，大周末还不想出门，幸亏可以线上咨询医生，药半小时就
送到我手上了。”家住市北区的范雪，12月19日通过手机App在线问诊方
式，购买一盒马来酸曲美布汀片和一盒乳酸菌素片，足不出户就解决了身
体不适问题。
如今，像范雪一样“生病先问手机”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习惯。有报告显

示，2020年互联网医疗领域独立App日活最高峰862.4万人，同比最大涨
幅144万人。还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520.8亿元，移
动医疗用户规模6.35亿人……2020年，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提升到前所未有
高度，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医院数量骤增，需求侧的快速增长催生行业风口期
的到来，但是“在线医生”形同虚设、误诊、身份造假等问题也浮出水面。

知道拿啥药才能问诊，初步诊断仅靠照片

生病先问手机
医生频“掉线”

日前在海王星辰健康药房，顾客实名购买处方药。

▲青岛百
姓阳光大药房
在线问诊的处
方。

▲春雨医
生平台的医生
身份造假被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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