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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服务精准到个人 打造独特中医药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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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X”“互联网+中医”“中医药服务包”⋯⋯

我市中医药服务创新模式多面开花
自我市医共体建设启动

以来，市卫生健康局就紧紧抓
住医疗服务改革“牛鼻子”，紧
扣医疗资源共建共享，加大医
疗卫生资源纵向和横向整合
力度，着力构建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
机制，不断建设完善县域紧密
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医
共体的大背景下，市中医院医
共体在卫健局的直接指导下，
创新性亮出了“中医药一体
化”“1+1+X”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中医药服务包等“三大组
合拳”，有效破解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难题，为基层医改找到

“多方共赢”的新路径，也让原
先“各自为政”的医疗机构逐
步融合成为“一家人”。许多
医共体建设探索性做法引起
上级部门关注。

10 月 18 日，市中医院组织专科

医师前往市中医院医共体唐先分院进

行“1+1+X”专家对接及经验交流。

为扎实做好“1+1+X”签约工作，市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要求专家团队主动沉

下基层融入成员单位，做到指导好、带

领好、服务好成员单位各项工作建设，

真正实现同质化管理服务。

随后，记者随市中医院相关负责

人前往花街镇颜宅村开展“中医院医

共体健康素养进农村文化礼堂启动仪

式”，专家团队为村民们讲解了如何预

防流行性感冒的相关健康知识，并向

村民们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

内容。

现场，专科医生们为村民们测血

压、答疑解惑、发放卫生健康知识手册

等，不少村民在检查桌前排起了长队

等待医生为自己把脉问诊。另一边，

不少市民了解家庭签约医生的重要意

义后，积极加入了签约队伍。“我每年

都签约了家庭医生。现在资料袋上都

有各个医生的联系方式，有什么问题

可以咨询，服务越来越好了。”已享受

家庭签约仪式红利的村民倪秋枝手拿

资料袋不停地向其他村民介绍家庭签

约医生的好处，只见她手中的资料袋

封面装着家庭医生、基层卫生院医生、

医共体医院的各专科医生的名片，内

部装着村民的签约资料及相关病历。

其实“1+1+X”签约模式对基层

卫生院业务水平的提升也有较大的积

极作用。花街分院副院长应静山告诉

记者，医共体背景下，通过这样的工作

模式，贯通了医疗服务桥梁，加快了医

共体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融合，有利

于促进医共体同质化建设，也有利于

精准服务经验的探索。

9 月底我市开始探索推行以慢病

管理和治未病为导向的 1+1+X 签约

模式，即 1 名全科医师+1 名中医师+

若干名专科医师与家庭签约，市中医

院医共体在市卫健局的指导下利用技

术优势，安排专科医生加入分院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提供技术指导

并参与服务。据了解，市中医院医共

体目前已完成签约 10900 人，同步完

成了签约服务手册、签约医生团队名

片、资料袋发放及签约政策宣教工作，

组织了11次专科医生联合签约医生，

为 12 个行政村的 298 名慢病患者进

行面访，预计于12月底前基本完成签

约目标数37000余人。

“1+1+X”签约服务新模式，通过

“加量不加价”服务，提高了居民签约

积极性及满意度，并要求专科医生参

与面访，切实解决了部分慢性病患者

特别是山区老年患者由于看病不方便

导致慢性病控制率不高的问题，有利

于提高慢性病的规范管理率，也能有

效解决家庭医生签而不约的问题，大

大提升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

下一步，市中医院将充分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增强居民对签约服务

的获得感，提高签约服务的有效性、可

及性，保障双向转诊畅通高效，逐步扩

大签约服务范围，高标准推进医共体

建设，打造医共体下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样板。

“以前看一次病起码要一天的时

间，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中医，药也

送上门，赶上好时代了！”家住花街镇

的倪奶奶说，近日她因头晕前往花街

镇中心卫生院，医生详细问诊后通过

智能诊疗系统输入病人的症状，系统

产生“智能药方”，医生问了倪奶奶的

住址电话后便可以回家了。当天下

午，倪奶奶就收到了一份市中医院的

快递，就是上午医师给她开出的药。

这是我市医共体下“中医药一体

化”取得的成效。市卫健部门十分重

视信息技术的应用，早在 2017 年 8

月，我市就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创

新推出医疗服务模式——医共体下

“中医药一体化”互联服务，实现市民

看中医不用跑、城乡共享中医药、中药

免费配送到家等做法，广受群众好评，

大大增强了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我市大力推行医共体建设

后，市中医院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措施逐步完善医共体背景下“中医药

一体化”建设。信息建设上，整合智能

开方系统，满足了不同层级医生的开

方需要，基层医生可通过智能诊疗系

统与市中医院专家发起实时远程视频

会诊，面对面交流病情确认治疗方案；

该院创新推出共享中药房系统，基层

医院通过智能开方系统开好处方，上

传至市中医院虚拟中药房，总院按处

方要求予以配药、炮制药材，并携手中

国邮政 EMS 推出“中药配送服务到

家”的便民服务，解决老百姓“取药烦”

问题；每天安排两名中医专家实时在

线，两名内科专家和两名外科专家随

时待命，为患者提供高效的远程会诊

等优质服务。此外，市中医院还加强

与省中医药大学、省中医院等医院高

校紧密合作，重点做好中医特色门诊

建设，形成基层与龙头医院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齐头并进的局面。

目前，市医共体下“中医药一体化”

互联服务覆盖范围包括市域内 1 家直

属医院、15 家镇街区卫生院以及 183

家服务站、村卫生室，受益人口达73万

人。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共计开出处

方72089张。平均每天开出中药处方

从最初 9 张增加到现在平均每天 190

多张，其中最多一天达328张，已开中

药处方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达99

家。真正实现会诊便民、利民，中医智

能诊疗系统辅助开方智能、放心，共享

中药房保质、保量，中药免费配送到家，

便民、省心、安心。

近日，市中医院医共体中医药服

务包在象珠分院进行试点推行。活动

当天，市中医院中医团队成员积极做

好中医药服务包的宣传、发动、签约居

民健康调查、中医药体质辨识、健康处

方开具等工作，让市民更直观地了解

中医药服务包的服务项目。

“中医药服务包是中医药一体化

及‘1+1+X’工作的有效延伸，中医药

服务包的推出将更加完善我市中医药

服务体系，让中医药‘简、便、易、廉’的

特色优势走进更多家庭。”活动现场，

市卫健局局长李兴周向村民们介绍中

医药服务包的好处。

为全面推进市中医院医共体中医

药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市中医院

结合医共体同质化建设、中医药一体

化、“1+1+X”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

作，通过中医体质辨别、中医健康保健

指导、中医辨证诊治等方法，为有需求

的签约家庭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团

队医师可根据签约医生对居民的信息

采集结果免费提供基础包服务，包括

对签约居民给与初、中、高级个性化服

务包制定服务。

为提高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质

量，市中医院选取18名中医师与成员

单位的 15 名中医组建 6 支中医签约

队伍参与签约服务，确保每家分院不

少于 4 名中医参与签约服务工作，牵

头医院还将不定时地对中医团队医生

和家庭签约医生进行中医专科业务知

识培训，做到家庭签约医生也能独立

完成中医体质辨识信息采集、熟悉中

医适宜技术操作规范，掌握中医健康

档案信息采集要求，提高社区中医药

服务能力。

“我市中医药服务包将精准服务至

个人，这在全省都没有先例，只有把中

医药一体化和家庭签约医师工作落实

到位，中医药服务包才能真正实现惠及

万家。”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为切实做好中医药服务包工作，其

团队先后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学习先进

经验，并对实行方案进行不断调整、优

化，寻找适合本土发展的服务模式。

组建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团队，

利用专家下沉和技术培训提升成员单

位中医药服务能力，同时通过中医健

康信息采集、健康指导、“中医药服务

包”推广等工作，构建现代中医药信息

化服务网络体系，探索和优化社区中

医药特色服务新模式，为签约居民提

供实惠、便捷的中医养生诊疗服务，做

好社区居民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

进一步提升家庭医生签约居民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中医药服务个性包分三种：初级包、中级包、高级包。服务包提供以下中医适宜技术（中医辩证论治、针刺、灸法、拔罐、推

拿、刮痧、熏蒸、耳针、敷贴、足浴、理疗、小儿推拿等），初级包含前6项，中级包含前8项、高级包含12项基本套餐服务，在基础包

基础上根据需要提供中医药特色个性化的服务包，由签约居民自选一项免费体验一次，剩下的服务包项目享受7折优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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