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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不需
要去医院排队了，
只 要 拿 出 智 能 手
机，付钱给回答问
题的医生，一样能
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 款“ ** 掌 上 医
生”软件近日来受
到众网友的青睐。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软件专家库
的两位所谓的六院
专家，竟然不在医
院名单中。众多医
院也表示，这种模
式无法让医生了解
到患者的详细的情
况，对医患双方来
说 都 有 一 定 的 隐
患，建议患者前往
正规医院治疗。
本报记者 顾金华

记者了解到，早在这款软件前，网络
上已经出现不少“ 看病”网站，但这些网
站主要以简单咨询为主，是全免费的。

对于“ 掌上医生”这种全新的手机软
件问诊模式，无论是儿童医院或第六人民
医院的负责人均强调，网络就诊只能以咨
询为主，而不适合为患者看病。

那么，这款“ 掌上医生”软件到底是
否合法？记者了解到，医疗管理条例里有
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服务必须由医疗机构
来提供；在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必须由具
有合法资质的医生来提供，两条中如果违

反任何一条，都属广义上的非法行医。
网络问诊是否合规，要根据网络医生

具体的行为。如果仅仅是一般的健康保健
类咨询，那问题不大。如果是网络医生根
据患者的描述给出了处方，甚至开了药
物，那就涉嫌非法行医，可以向相关部门
进行举报。

毕磊则明确表示，“ 我们主要是院前
问诊，软件的定位就是‘ 轻问诊’，比方说
孩子晚上哭闹不停该怎么办等。”毕磊称，

“ **掌上医生” 软件不是在为患者看病，
所以谈不上非法行医。

“ 掌上医生”究竟是一款什么软件？
昨天，记者用苹果手机下载了这个软件，
发现里面真有不少专家，这些医生大多数
来自北京和天津，包括北京协和医院、首
都儿科研究所等。

记者注册后进入提问界面，界面上显
示有“ 妇产科博士诊所”“ 儿科博士诊
所”“ 内科博士诊所”以及“ 全科诊所”。
记者选择在“ 全科诊所”进行提问，但页
面显示，本时段免费问诊号已经用完，请
17时再来。

17时后，记者再次登录界面，提了一个
问题：“ 我的孩子16个月大，小疝气，什么时
候动手术比较好？”为了更加详细地描述患
者情况，还可以添加语音和图片。不到一个
小时，北京儿研所新生儿科李小燕副主任
护师就回复称，“ 如果孩子的疝气出来的不
是很频繁，也容易回钠，可以晚些，3岁以
后。如果孩子使劲或者哭闹后容易出来，而
且不容易回钠，需要早些手术。”记者看到，

这位李医生的人气颇高，目前已经回答了
814个问题，收到1737个感谢评论。

紧接着，记者还想继续问几个问题，
这时软件显示：本时段免费问诊号已用
完，请21点再来。如果这个时候还想提问
的话，可以点击收费问答。“ 掌上医生”每
天会在固定时段放出1000个号用于免费
回答。收费模式中，专家则分为60元15分
钟、100元15分钟、150元15分钟几种。

随后，记者找了一位收费为60元15
分钟、济南市妇幼保健院的主治医师陈医
生。记者通过支付宝付款至平台，而平台
则打到医生注册时登记的银行账户上。记
者问：“ 3岁的孩子老是拉肚子，怎么办？”
陈医生在电话里建议，可以吃一些健脾的
中成药和补锌的葡萄酸，但是不建议多挂
水。当记者问，“ 是否需要前往某家医院做
检查？”陈医生在电话里称，前往就近的医
院检查大便即可。期间，陈先生并没有开
出具体药名或者医院名。

家住南通的王女士的宝宝刚出生6个
月，最近孩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状况：睡
觉的时候老是摇头。到当地的医院咨询了
一下，医生说没问题，但是王女士还是不
放心，她想知道更权威的说法。

不久前，王女士发现了这款“ **掌上
医生”软件。打开软件后，她找了北京的一
位儿科专家，发短信询问医生的建议。很
快，一位李大夫回复她，“ 这只是阶段性的
反应，不用担心，过段时间就好了。”王女
士又在网上搜索了这位专家的名字，果然
是北京某家大医院的专家。

王女士这才放心下来。对于这款软
件，她感到非常满意，“ 以前孩子一不舒
服，就往上海跑。现在不用往大城市赶，也
不用去医院抢号了，花几分钟时间就能得
到诊疗建议。” 不过，第一个问题是免费
的，如果还想提问，就要付费了，但是王女

士觉得可以接受。“ 孩子生病的频率很高，
花几十元就能看上好的专家，还是值得
的，否则跑一次上海的费用就是好几百。”
王女士说。

有着王女士这样想法的网友还有很
多，这也使得这款“ 掌上医生”软件人气
很高。

这款应用在安卓和苹果手机中都能
安装，点击模拟身体的不适部位，再点击
症状，相关的病症名称、检查治疗方法等
信息就会呈现出来，还能查到距离你最近
的药店。如果你通过自查仍不确定，还可
以通过手机终端向医生咨询。据介绍，这
款“ 掌上医生”上线大概9个月，获得了
500万的下载量。记者了解到，到今年年
底，大约有1万名来自全国各地三甲医院
的专家会加入专家库，而到明年年底则有
2万名专家入库。

尽管网络看病越来越火，但是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沪上有加入此软件意愿的专
家并不是很多。瑞金医院的李医生告诉记
者，他愿意在网络上接受患者的咨询，平时
他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免费回复网友的提
问。“ 但是如果让我网上收费看病，我还真
不敢。”

记者了解到，上网看病的人群主要
为：一是图方便；另外的就是寻求疑难杂
症良方的人。

业内人士分析称，通过手机软件问诊
看病的模式之所以受热捧，是因为现在三
甲医院“ 看病难”的状况不易改变。网上
看病，免去了挂号的辛苦。

“ 手机软件问诊看病确实为我们提供
了便利，起码遇到一些小病，就不用急着
去医院了。”网友蔡小姐说。但蔡小姐也有
自己的原则，手机上只看小病不看大病，
重大疾病还是得去大医院看。还有网上不
能买药，因为不知道药品的真假。

专家提醒，针对网络问诊，患者必须
要查明医生资质和网站是否经过认证；要
核对网络医生是否具备医师资格、有无执
业证。这些信息都可上卫生部网站“ 执业
医师注册查询”栏目，输入相关人名查询
以辨真伪。另外，要留心相关网站是否经

过该医生实名认证，在网络上看病的是否
是医生本人。

同时，患者在网络咨询时千万要留个
心眼。正规医院的医生接受网络咨询时，
一般只提供常见的健康知识，不会轻易开
出处方，也不会随便推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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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在这款“ 掌上医生”的软
件里，已经有上海医生加入到团队中了。
其中儿童医院皮肤科的林医生出诊“ 儿
科博士门诊”；而第六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的齐医生和骨科的欧阳医生分别出诊和

“ 内科博士门诊”和“ 骨科门诊”。
记者没能联系到两位来自第六人民

医院的医生，在第六人民医院提供的最新
在职职工目录中，记者也没有找到他们的
名字。“ 有可能是过去的职工或者在我们
这边培训过，但是只要现在不在我们医院
任职，就不能算是我们的医生。”第六人
民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原则
上都不会赞成医生在网上看病。

齐医生到底是不是六院的专家？记者
昨天联系了“ 掌上医生”的联合创始人毕
磊。毕磊在电话里表示，每位医生加入专家
库，都必须经过专业团队的严格审核。他们
对掌上医生的要求是：医生必须来自三甲
医院，必须具有5年以上的临床经验。“ 至

于齐医生，去年确实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
工作过，现在转到北京的某三甲医院工作，
由于该医院的特殊性，所以署名仍然是第
六人民医院。而欧阳医生目前正在读博，导
师是第六人民医院的专家。因为工作地基
本就在六院，所以署名也是六院专家。”

而出诊掌上医生的林医生确实来自
上海儿童医院。儿童医院的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几个月前，林医生收到一封电子
邮件，邀请她加入“ 掌上医院”专家库。刚
开始，林医生认为仅仅是通过软件为患者
免费回答问题，就进行了注册。之后，林医
生确实通过手机软件为患者回答了几个
问题。但这位负责人表示，林医生目前为
止未接受过收费咨询。而记者也发现，在

“ 掌上医生”的软件中，无法点击林医生
的收费咨询。对于这个说法，毕磊表示认
可，“ 网络咨询收不收费，还是取决于专
家本人，通过网络收取的费用，也全部给
医生的，目前公司不收取费用。”

上海有三位医生加入专家库 两位查无此人

》记者调查 愿意加入此软件的上海医生不多

》专家建议 看病还得前往正规医院

》质疑

是非法行医还是“ 轻问诊”？

另外，“ 网络医生” 的真实性也是患
者需要慎重考虑的。“ 网上可以咨询，但患
者不可把疾病的治疗全部寄托在网上。很
多网络假医生的目的不是在看病，而是在
推销药品。”六院的一位负责人表示。

毕磊告诉记者，公司专门有一个团队，
审核每一位医生是否具有行医资质。“ 但是

我们不能说软件中的每位专家都很有名。”
“ 网上医生的资质缺乏核实认定，一

旦发生误诊出了问题，患者很难找到地方
维权。”卫生部门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网
上医生的医疗行为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法
规予以规范，患者可能无法找到给出治疗
意见的医生，相关部门也无法调查取证。

遇到假医生维权没保障

俞霞 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