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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去过医院的人都曾被长长挂号、就
诊、交费等队伍考验过耐心。如今，随着各
种医疗 APP 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为病痛中
的患者带来了方便。究竟医疗 APP 使用体
验如何？患者需要怎样的 APP？记者来到
北京市的多家医院体验，一探究竟。

有助于缓解“挂号难”

北京市各大医院的挂号窗口常年都是人
山人海。记者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挂号处，队
伍里有不少外地医保用户。“光挂号排队就
是半小时，这还是最短的！接着就诊还得排
队！然后缴费也得排队！”一位来自山东的
患者说。

而另一位姓吕的患者则正根据手机短
信，在缴费窗口领取挂号单，很快就前往科
室。“我用的是‘百度医生’挂号，挺方便
的。现在还有了语音识别功能，说出症状，
自动帮助推荐该挂哪一科。”吕先生说。

记者打开“百度医生”，发现有北京协
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等三甲医院
的各个科室，点击具体的医生预约时，按要
求添加“就诊人”电话、身份证号等资料，
就可以等待预约结果了，每天 8 点左右更新
后 一 天 号 源 ， 还 有 “ 中 国 最 佳 医 院 排 行
榜”。据百度副总裁张亚勤介绍，百度医生

的目标是利用百度的定位技术、搜索技术及
机器学习精确匹配技术，最快速度找到身边
最好医生。目前已覆盖 2783 家医院 157466
名医生。

不仅是百度医生，微医挂号网等 APP
也有就诊评价，借助这些来自就诊用户的真
实评价，用户可以通过星级水平查看医生的
总推荐度，进一步方便选择身边的优质医生
资源，从而避免扎堆某家医院。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各大医院纷纷上线
医疗 APP，部分可以绑定就诊卡。2015 年
8 月，广安门医院正式推出“广安门医院
APP”，陆续推出在线预约挂号、检查检验
报告单查询、了解科室医生、就诊提示、导
诊服务等，后续即将推出在线病情咨询、自
助送药、自助缴费等服务项目。患者可在任
何场所、任意时间通过手机端，绑定就诊
卡、医保卡或京医通卡，预约 3 天内的广安
门医院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号。同时，还完
善了信息提醒功能，在遇医师停诊等特殊情
况，将会及时以 APP 消息和短信通知患
者 ， 就 诊 完 毕 后 ， 更 可 在 “ 广 安 门 医 院
APP”终端查询 3 个月内的报告单，便于患
者随时掌握病情以及避免报告单的丢失。

据 了 解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官 方 APP 自
2015 年 9 月上线以来，APP 挂号量约占每日
预约总量的 10%左右。协和医院信息管理

处副处长孙大夫介绍，协和 APP 放号时间目
前为每天上午 9 时，设有“绑定多个用户”功
能，采取“1+3”模式，即用户还能再绑定 3 名
亲属或朋友，为其预约 7日内的门诊号。

期待更安全的 APP

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位使用过医疗 APP
的患者都表示，对 APP 带来的福音“举双
手赞成”，但同时也对医疗资源、挂号系
统、支付绑定等有更高的期许。

据了解，很多医疗 APP 可以预约的医
院资源还十分有限。例如，北京市的用户通
过支付宝“本地服务”，能实现在线挂号、
门诊缴费、查看个人报告等，但有些专业性
较强的医院并没有囊括在内。

医保支付未能打通也是不少患者头疼的
地方。“如果可以使用 APP 平台缴费，也能
省去排队之苦，融合医保体系的移动支付目
前还没能实现，现在使用 APP 只能自费。”
广安门中医院一位患者说。

2015 年 7 月初，支付宝推出“预授权”，
即医保患者在使用支付宝挂号后，医院会冻
结该账号一定额度的余额，如果就诊过程中
冻结的余额不足，医院会提醒患者进行追加
冻结，就诊完成后，医院对剩余部分进行解
冻，不过有些 APP还未实现医保在线支付。

采访中有些用户向记者表示：“医生资
质鱼龙混杂，对线上医疗有些不放心，有些
医疗 APP 目前只有咨询功能，不能实现诊
疗”。记者对比几款医疗 APP，有的较为规
范，如“春雨医生”的医生注明了其所在医
院、职称、主治方向等，并标有“春雨认
证”的字样；但也有 APP 的医生信息不完
整、不规范。

也 有 医 疗 APP 面 临 系 统 不 给 力 的 现
象。“我用的时候在‘添加就诊人’那里输
入了好多次身份证信息，都提示‘格式不
对’，感觉软件做得还不够成熟。而且改预
约也不够方便。”宣武医院一位患者如是说。

然而，也有号贩子处心积虑利用挂号
APP 进行抢号。西城区儿童医院在去年 7月
推出挂号软件后被号贩子利用。“号贩子每天
来医院找挂不到号的患者家属，用手机拍下
家属的头像照片并要来家属的身份证号、手
机号和患儿就诊卡后，在晚上 12 点次日门诊
号一出，立即抢号，一般 7 元、14 元的专家号
卖到 500 元甚至 800 元，难挂的科室还会卖
得更贵。警方应对辖区内存在医托、号贩子
问题的医院一并展开行动，对扰乱医院就诊
秩序的医托、号贩子进行全面清理。”西城区
法院一位王姓法官说。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丁丁教授认为，医
疗 APP 提高了就医效率，但是医疗资源毕

竟有限。号贩扰乱了就医秩序，较低的挂号
价并未造福患者，医生的价值不能从医疗服
务中得以体现，遏制了医生的积极性，也压
制了医疗供给。应将稀缺医疗资源向基层医
院倾斜，不断增加优质医疗资源，尽力弥合
医疗资源的供求缺口。同时，卫生监管、工
商、公安部门须形成合力打击号贩。

医保支付未能打通、可预约医院资源有限——

医疗 APP 就医尚待完善
本报记者 崔国强

近年来，青海格尔木市光伏发电产业
快速崛起，绿色新能源点亮青藏高原，成
为全国乃至世界光伏产业界瞩目的焦
点。同时，格尔木市把发展太阳能光伏发
电与荒漠化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探
索和创新荒漠化治理开辟了新途径。不
过，受制于并网条件，弃光限电的产业发
展之痛也困扰着格尔木。

戈壁滩上崛起“光伏城”

在格尔木东出口公路上，当汽车行驶
到距格尔木市区约 14 公里、东距昆仑经
济开发区 7 公里处，记者的眼前忽然出现
一片深蓝色的多晶硅，仿佛连成群的蓝色
湖泊，放眼望去，广阔无垠，枯黄的戈壁滩
顿时变得生机勃勃。

“这就是我们东出口的光伏产业园
区，”格尔木市经发委副主任高世亮向记
者介绍，“我们从 2011 年开始投入建设，
几年来集中成片的规模已经是全国最
大。截至 2014 年底，我们建成并网光伏
发 电 装 机 容 量 1698 兆 瓦 ，其 中 东 出 口
1590兆瓦”。

记者看到，一片片多晶硅就像一个个
蓝色“巨人”仰望蓝天，让阳光尽情地洒在

“脸上”，为附近大电网输送着绿色清洁
能源。

高世亮骄傲地说：“我们这儿发展光
伏太阳能有两个天然优势：阳光和土地！”
据介绍，格尔木是全国太阳能资源开发综
合条件最具优势的地区之一，年均日照时
数为 3096.3 小时，年总辐射量为 6950 兆
焦/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日光城”。另
外，格尔木拥有大量国有未利用的荒漠化
土地，辖区面积 12.45 万平方公里，未利用
土地面积近 6.2 万平方公里，太阳能发电
理论蕴藏量可达 15.5亿千瓦。

据了解，格尔木依靠青藏公路和柴达
木资源开发而兴，然而长期的粗放式发展，
带来空气和重金属污染隐患、工业垃圾处
理难等一系列问题。格尔木一度遭遇“经
济发展不足、环境保护不住”的尴尬。

近年来，格尔木大规模开发利用太阳
能等可再生资源，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
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探索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转型之路。根据国家及省、州发展
新能源产业要求，格尔木把新能源产业作
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主导产业来
培育，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从“日光城”
大步迈向“光伏城”。2014 年，格尔木成
为全国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新能
源占城市能源消费比重达 12%以上。

资料显示，截至 2015年 11月，格尔木
太阳能发电园区总累计发电量为 75.1 亿
千瓦时，其中 2015 年 1 至 11 月发电量为
25.2 亿千瓦时。按照火电煤耗（标准煤）
320 克/千瓦时计算，可节约标煤约 80.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51.3 万吨，减少
二氧化硫排放 7.6 万吨，减少粉尘排放
68.6 万吨，对减轻环境污染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社会效益显著。

光伏产业不仅改变了格尔木的发展
面貌，也带动了当地居民就业。作为土生
土长的格尔木人，国电龙源格尔木公司计
划发展部部长李双良以自己的经历告诉

记者：“我们格尔木人以前大多要去外地
打工谋生，自从光伏电站建设起来之后，
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就业机会，也鼓励我们
去学习新技能。能够留在自己家乡，为家
乡建设作贡献，我感觉很自豪。”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格
尔木人心中谋划着一盘大棋。在 2014 年
至 2030 年间，格尔木市拟规划在东出口、
南出口、格尔木河西、小灶火和乌图美仁
地区建设 5 个光伏产业园区，总用地面积
289.4 平方公里，装机容量 8476 兆瓦，在
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首屈一指。

光伏产业与荒漠化治
理有效结合

格尔木既是一个“日光城”，又是严重
荒漠化地区之一。据 2009 年青海省第四
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格尔木市
沙化土地面积为 231.9 万公顷，其中重度
沙化土地面积33.4万公顷，占14.4%；极重
度沙化土地面积132.4万公顷，占57.1%。

太阳能发电产业园区地处柴达木盆
地戈壁荒漠地区，生态环境异常脆弱。特
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地表植被
极为稀少，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极易引发
沙尘。

北控（青海）绿产新能源有限公司综
合部经理郑丽丽回忆，2011 年刚来到格
尔木建厂时，周围都是戈壁滩，几乎寸草
不生。施工现场经常刮起龙卷风和沙尘
暴，条件十分恶劣。

如今光伏园区已经焕然一新。记者
看到一排排新疆杨、枸杞、花灌木沿着光
伏园区各条道路绵延数十公里。

据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林业局工
作人员介绍，2014 年，青海省投入 1.53 亿
元，在格尔木市光伏产业园区开展造林治
沙工程，绿化项目覆盖面积近 2.5 万亩，其
中枸杞经济林 2 万亩，有效推动格尔木市

荒漠化光伏产业发展区域生态环境治理。
在园区主干道两侧，记者看到还有工

人在掘土植树。一位工人告诉记者：“在
荒漠上建设光伏园区，可以有效降低地面
温度，减少水分蒸发。你看那些荒漠里特
有的骆驼草，就长在光伏面板下面。另
外，光伏电站所发的电还能够用于提水灌
溉，改造荒漠”。

格尔木林业局工程师王少军介绍，企
业对绿化工作积极性很高。在光伏电站
开展滴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种植
优良牧草和经济作物，使荒漠化土地资源
得以高效利用，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土地
资源高效利用，而且减少了蒸发量和风
速，遏制了土地荒漠化，改善了项目区的
生态环境。

把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与荒漠化、沙
化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以太阳能光伏发电
项目，带动荒漠化、沙化的治理，为我国探
索和创新荒漠化、沙化治理开辟新的途
径，实现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与荒漠
化、沙化治理的“双赢”。

送不出的新能源

毫无疑问，我国光伏产业已经走在了
世界前列，然而因为消纳难、送不出而导
致的弃光限电问题却并没有得到有效解
决，格尔木也经历了产业发展之痛。

在采访中，多位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
映，目前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电
网对新能源限电加大。由于并网条件的
制约，大规模新能源电力没有向外输送的
渠道。

近年来，格尔木市经济发展势头强
劲，已初步形成盐化、石化、冶金、特色轻
工业、新能源等循环经济产业群，具有一
定的电力消纳能力。然而，相对于打造光
伏产业的宏伟目标，西部欠发达地区电力
消纳能力非常有限。

格尔木能源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柴
达木盆地内金属镁一体化有色冶金等项
目仍处于建设阶段，现阶段区域内消纳能
力十分有限，产生的电力负载主要依靠外
输消耗。

一方面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电力需求不足、电力市场狭小，另一方
面却是新能源比较富足，尤其是近年来的
爆发式增长，这就必然导致新能源消纳上
的矛盾。

记者了解到，青海省海西地区网架相
对薄弱，从新疆送出的 750 千伏特高压线
路对所经区域无法提供帮助，有些电站被

“弃光”的比例高，众多电站无法上网。为
顺利并网，部分发电企业已开始联合集资
建设升压站和汇集站。

华能格尔木光伏发电有限公司项目
高级工程师郝卓龙表示，由于工业发展未
能与新能源电站建设同步开发，只能弃光
甚至分摊电网的容量建设，而这将增加电
站投资成本，降低光伏电站的收益率，延
长投资回收期。

专家表示，破解弃风、弃光难题，根本
上还得靠新能源送出和跨省跨区更大范
围内消纳。

但现实是，国家先后发布了“十二五”
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专项规划，电网规划
至今没有相应出台，新能源基地送出通道
得不到落实。考虑到风电场、光伏电站建
设周期短，而输电通道建设周期长，所以，
要想保障新能源电站竣工即能外送，输电
通道项目就必须提前核准、开工。

另外，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间歇性、
随机性、可调度性低的特点，大规模接入
后对电网运行会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是制
约光伏发电正常输送的原因之一。

青海电力公司海西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称，近年来，随着国家电网建设不断完
善，输送能力不断提升，但仍落后于光伏
电站的建设。目前，格尔木光伏发电输送
问题在短期内尚难解决。

光 伏 城 的 困 局
——格尔木太阳能光伏电站建设调查

本报记者 孙世芳 马玉宏 林紫晓 石 晶

2015 年 是 我 国 太 阳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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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以西部集中地面电站为

主，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

消纳能力不足；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的智能电网建设仍

然十分落后，存在诸多技术

问题，新电改中的输配分离

面临技术、资金、安全等困

境 ， 导 致 有 电 输 不 出 的

局面。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

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时

期。国家积极推动能源生产

和消费革命、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提出

2020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 消 费 比 重 达 到 15% 的 目

标，并进一步明确了新能源

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战略

地位。

太阳能光伏产业在时代

变革的新起点上，要把握机

遇，实现新突破。破解“弃

光”限电困局需从更高层面加强规划设计，盘活全国

新能源生产、输送与消纳“一盘棋”。

首先，要合理布局光伏电站建设，统筹推进大型

光伏基地和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形成东、中、西部

并举的新局面。目前，西部约占全国光伏发电装机总

容量的 70%，中东部仅占 30%。在消纳与外送问题没

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政府应对大规模的光伏投资行

为保持足够慎重，加强考核和审查，避免一拥而上的

盲目行为。

其次，统筹配套电网建设，完善光伏发电并网条

件。太阳能光伏发电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可调度性

低的特点，大规模接入后对电网运行会产生较大影

响，而不少西部地区的电网规模还不具备支撑千万千

瓦级光伏电的输送能力。这就要求今后在规划新能源

建设项目时，统筹好电网规划建设，争取实现发电项

目和电网的同步建设。加强研究智能电网解决方案，

提高可再生能源输出的稳定性。

再次，尽快出台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科学安

排调峰、调频、储能配套能力。通过对各省 （区、

市） 电力消费提出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标，使

电力系统的运行机制、资源配置、运行区域为满足比

例目标而进行强制性调整，确保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市

场消纳，为可再生能源的持续性发展提供制度性

保障。

破解

﹃
弃光

﹄
需综合施策

林紫晓

在互联网+医疗背景下，就医方式和过

程也在发生变化。图为北京市健宫医院内微

信就诊流程图，关注医院公众号即可使用微

信挂号和支付。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图为格尔木东出口并网太阳能发电园区。 本报记者 林紫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