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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处方：防范风险有良策

阅读提示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手机已成为

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社交娱乐到

日常购物，再到如今的医疗健康，智能手机的广

泛应用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

“手机点一点，即可开出电子处方，买药还能快

到家”的便捷医疗服务模式，无疑为民众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

面，电子处方的普及在带来高效与便捷的同

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电子

处方乱开等乱象，为医疗安全埋下了隐患。本

文旨在探讨电子处方带来的便捷与挑战并提

出解决办法。

便捷：
电子处方的积极面
（一）打破时空限制，促进医疗资源均衡

电子处方，作为数字医疗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打破了传统医疗服务

的时空限制。患者无需亲自前往医院排队挂

号、就诊、取药，只需通过手机应用即可完成

整个就医流程。这一变革不仅极大地节省了

患者的时间成本，也有效缓解了实体医疗机

构的就诊压力，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或医疗

资源匮乏地区的患者而言，电子处方如同架

起了一座通往优质医疗资源的桥梁，促进了

医疗资源的均衡分配。

（二）提升效率，优化就医体验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效率成为了

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电子处方系统

通过自动化处理，减少了人工操作的错误

率，提高了诊疗效率。同时，对于慢性病患

者而言，定期复诊和续方变得尤为简便，减

少了频繁往返医院的麻烦，优化了患者的

就医体验。

（三）数据追踪，促进健康管理

电子处方系统还能记录患者的用药历

史，为医生提供连续的健康数据支持，有助

于精准诊断和治疗方案的调整。此外，这些

数据也为公共卫生监测、疾病预防提供了宝

贵的信息资源，推动了医疗健康领域的大数

据应用和发展。

风险：
电子处方的问题与挑战
（一）监管缺失，电子处方乱开频发

尽管电子处方带来了诸多便利，但监

管的滞后性使得其滥用现象日益凸显。一

些不良商家或非法行医者利用电子处方

的便捷性，无视医疗规范，随意开具处方，

甚至出售处方药，严重威胁了患者的用药

安全。这种乱象不仅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形

象，更可能导致患者延误正规治疗，加重

病情。

（二）信息泄露，个人隐私保护堪忧

电子处方涉及患者的个人健康信息，一

旦信息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极易造成信息

泄露。在大数据环境下，个人健康信息的敏

感度极高，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引发

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诈骗、身份盗用等，严重

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

（三）医患隔离，人文关怀缺失

电子处方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

医患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导致人文关怀的

缺失。医疗不仅仅是科学治疗，更是情感的

传递和心灵的慰藉。电子屏幕的隔阂可能

让患者感到冷漠，影响治疗效果和医患关

系的建立。

破局：
平衡便捷与安全的天平
（一）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

针对电子处方乱开等问题，政府应加

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电子处

方的开具、审核、配送等环节的监管要求，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确保电子处

方服务的合法合规。同时，建立电子处方信

息共享平台，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提高监

管效率。

（二）强化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医疗机构和技术服务商应加大对信息

安全技术的投入，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防

护措施，确保电子处方数据的安全传输和存

储。同时，加强员工的信息安全培训，提高全

员的信息安全意识，从源头上防止信息泄露

事件的发生。

（三）融合线上线下，重塑医患关系

在享受电子处方带来的便捷的同时，

不应忽视医患之间的人文交流。医疗机构

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线下诊疗的方式，实现

线上线下服务的无缝对接，既保留了电子

处方的便捷性，又保留了医患面对面沟通

的温度。此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

能辅助诊断系统，为医生提供决策支持，同

时增加对患者的个性化关怀，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

（四）倡导理性用药，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加强公众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合理用

药的认识，倡导遵医嘱用药，避免自我诊断

和随意购药。通过媒体宣传、社区讲座等形

式，普及电子处方的正确使用方法，引导患

者正确使用电子医疗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健

康风险。

科技向善
共筑医疗安全网
电子处方，作为数字医疗时代的产

物，其便捷性与风险并存，如同一把双刃

剑。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

应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平衡便捷与安全的

天平。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是一种强

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们带

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科技向善，关键在于人

的选择与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以智慧

和创新为笔，绘制一幅既便捷又安全的医

疗蓝图，共筑医疗安全的坚固防线。在这

个过程中，电子处方将不再是单纯的科技

符号，而是成为连接健康与幸福的桥梁，

照亮每一个生命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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