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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电子政务、电子政务云平台及居民健康卡的定义与内涵，从技术路线、信息资源体系、发卡
渠道及身份认证方式、应用改造等方面对基于电子政务云的电子健康卡系统设计与应用进行详细阐述，探

讨电子健康卡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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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务院关于印发 ＜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
划 ＞的通知》明确提出 “积极推进居民健康卡与

社会保障卡等公共服务卡的应用集成，实现居民

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 ‘一卡通用’”。作为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施、统一标准的医疗就诊

卡，电子健康卡的建设和应用能够实现对居民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提升居民健康的统一服务

水平。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医疗行业的广泛应用，当前

我国居民健康卡的相关应用正处于从 “线下实体”

向 “线上虚拟”加速转型过程中，推进基于电子

政务云平台的电子健康卡相关应用构建，破解区

域内社会公众 “多卡互不通用”的就医难点问题，

对于促进医疗服务流程优化、保障线上应用安全、

实现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推动分级诊疗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　相关工作

２１　电子政务及其云平台

２１１　电子政务　是指在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

中，通过与现代信息、网络及办公自动化等技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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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融合实现对政府办公、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全

新管理模式。电子政务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电子政务范畴包括所有国家政府机构部门在

内；而狭义的电子政务主要指直接承担管理国家公

共事务、社会事务的各级行政机关。 “十三五”时

期我国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内容，电子政务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

点任务，全面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

在先后经历办公自动化、 “金字工程”实施、政府

政务管理上网等发展阶段后，我国的电子政务逐渐

呈现出从重视政府内部管理转向面向公众服务的发

展趋势［１］。

２１２　电子政务云　是在电子政务基础上发展而

来，指基于云计算技术，统筹利用政府部门现有计

算、存储、网络、信息数据和应用支撑等资源，统

筹规划和统一建设的为各政府部门提供基础设施、

支撑软件、信息资源、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服务

的云计算平台［２］。政务云的建设能够有效解决传统

电子政务建设模式中重复分散建设、投资浪费和信

息孤岛等弊端［３］，实现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的

政务业务协同和政府服务流程优化。目前在我国大

部分省份开展的电子政务云建设多采用分布式云平

台思路，即将物理分散的资源通过主动式智能化管

理，虚拟数据中心平台，支撑 ＩＴ服务的精细化运
营，实现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数据中心资源综合

利用。政务云总体建设思路，见图１。

图１　政务云总体建设思路

２２　居民健康卡

是国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实施、统一

标准的就诊卡，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主要用于患

者身份识别，是能够满足健康信息存储、实现跨地

区和跨机构就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的基础载

体。居民健康卡具有个人身份识别、跨机构就医

“一卡通”、基础健康与主要诊疗信息存储、医保费

用结算等功能，可实现居民全程健康管理，提升居

民健康的统一服务水平。当前我国居民健康卡应用

正处于从 “线下实体”向 “线上虚拟”加速转型的

过程中，推进安全、可信的电子健康卡应用建设，

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身份识别服务，对于促进流

程优化，保障线上应用安全，降低发卡用卡成本，

实现居民健康卡应用广泛覆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４］。

３　基于电子政务云平台的电子健康卡建设模式

３１　技术路线

３１１　系统架构　基于电子政务云的电子健康卡

系统设计基于目前主流的面向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

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技术架构，整个系统分为

５层、３个体系，５层从上而下依次为基础设施层、

数据资源层、应用支撑层、应用层和用户层。标准

规范、运行维护和安全保障体系贯穿整个系统，实

现资源按需部署、海量数据分析等功能，提高系统

可靠性和扩展性。基于电子政务云的电子健康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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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总体架构，见图２。

图２　电子健康卡系统总体架构

３１２　网络架构　基于电子政务云的电子健康卡
系统采用 “省－市两级”部署的架构进行建设 （对

于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口较少的省份也可采用 “数据

大集中”的方式，对总体网络架构进行调整，即省

级统一集中部署）。医疗卫生机构、金融交易机构、

医保部门通过虚拟专用网络 （Ｖｉ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
ｗｏｒｋ，ＶＰＮ）方式接入市级电子健康卡系统数据中
心，市级电子健康卡系统数据中心设置省市互联

区，市级通过专线或ＶＰＮ方式接入省级电子健康卡
系统数据中心，省级电子健康卡系统不直接与医疗

机构进行连接。患者和社会公众通过移动终端 （微

信公众号或手机ＡＰＰ）和医疗卫生机构终端两种方
式访问政务云平台互联网区的电子健康卡系统，实

现电子健康卡的在线注册、申领和激活。为保证数

据传输安全，终端与服务器之间需要建立安全的信

息传输通道并进行双向认证；医疗卫生机构、金融

交易机构、医保部门通过互联网ＶＰＮ方式访问、部
署政务云平台互联网区的电子健康卡系统和统一结

算支付平台，全面支持居民使用电子健康卡获取预

约诊疗、先诊疗后付费、在线医保结算、移动支付

等便捷就医服务。电子健康卡总体网络架构，见

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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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电子健康卡总体网络架构

３２　信息资源体系建设

３２１　总体架构　电子健康卡系统在建设和应用
过程中涉及的数据信息主要包括身份识别、卡识

别、基础健康和管理数据４大类［５］，其主要来源于

区域内已建的全员人口信息系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医疗制度实时结算系统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已

建的医疗业务信息系统。根据电子健康卡系统总体

架构，其信息资源体系总体架构，见图４。

图４　电子健康卡数据资源体系总体架构

３２２　数据信息　身份识别数据包括身份证件信
息、人口学信息和联系方式等内容，主要是确认持

卡人身份并进行辅助识别以及当持卡人发生意外事

故时进行使用。卡识别数据包括卡基本信息和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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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信息等内容，主要用于加强对卡发放、卡安

全、卡挂失与补办和对发卡机构的管理。基础健康

数据库包括生物标识、免疫接种和医学警示信息等

内容，主要用于记录社会公众和就医患者的血型、

过敏反应、既往病史、免疫接种、联系人信息等，

方便医生查看患者既往病史以作诊疗参考，以及在

紧急情况下对持卡人进行急救，有效避免医疗事故

的发生。管理数据库包括门诊摘要、病案首页和费

用结算信息等内容，主要用于记录持卡人门诊 （含

急诊）、住院信息和医保参保居民、医疗保险患者

的费用审核和支付信息等，从而减少骗保现象的发

生，方便群众就医。

３３　发放渠道及身份认证方式

３３１　渠道　 （１）移动端。大部分患者和居民
可以在移动端ＡＰＰ上提交实名制信息，申请和领取
电子健康卡。对微信服务号、支付宝生活号等方式

的第３方服务号进行授权和开放接口，居民通过服
务号提交实名制信息，申请和领取电子健康卡。

（２）自助机。通过在医院部署自助终端，患者和居
民提交实名制信息，申请和领取电子健康卡。 （３）
人工窗口。针对老年人及操作不便人员等特殊群

体，可以到医院人工窗口提交实名制信息，申请并

领取电子健康卡。

３３２　身份认证方式　由于电子健康卡中涉及大
量个人隐私信息，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身份认证，包

括弱认证和强认证两种［６］，见表１。电子健康卡二
维码生成后，如果未进行强认证，患者只能享受基

本医疗服务 （预约挂号、诊疗等）；如果需要获取

电子健康卡所有应用功能 （健康档案查询、签约

等），则需要通过强认证后激活应用。

表１　电子健康卡信息认证强度分类

认证强度 场景分类 应用等级

强 基本医疗服务 （预约挂

号、诊疗身份识别等）

静态二维码无密识读动态

二维码动态不可复制以实

名制为前提

弱 居民健康卡全功能服务

（健康档案查询、签约、

支付等）

静态二维码二次校验 （短

信动态验证码或人脸识别

验证）动态二维码动态不

可复制以实名认证为前提

３４　应用改造

　　业务改造的节点主要包括挂号、医生工作站、

检查检验、门诊结算、药房、入院登记、住院结算

等。 （１）挂号。二维码解码校验通过后生成就诊

号，扫描动态二维码 （付费码）进行挂号费支付，

完成挂号。（２）医生工作站。二维码解码校验通过

后根据结果调取ＨＩＳ对应数据或通过 ＨＩＳ健康档案

查阅功能调取个人健康档案。（３）检查检验。解码

校验通过后根据结果调取ＨＩＳ对应数据。（４）门诊

结算。二维码解码校验通过后调出患者门诊就诊费

用信息，扫码完成费用结算。（５）药房。解码校验

通过后根据结果调取 ＨＩＳ对应药品数据。 （６）入

院。二维码解码校验通过后根据结果调取 ＨＩＳ对应

数据，完成入院登记，生成住院号。 （７）住院结

算。二维码解码校验通过后返回患者个人基本信

息，根据结果调取ＨＩＳ对应数据。

４　电子健康卡应用场景

４１　患者就诊

以电子健康卡作为主索引，患者到医院就医时

不再需要办理单独的就诊卡，实现区域内各医院患

者就诊历史信息的共享，支持医生对患者历史就诊

记录的实时查看。患者就诊主要包括电子健康卡识

读和自助终端应用场景。识读应用场景包括预约挂

号、费用查询、体检预约、检查检验预约、充值缴

费、检查检验、检查检验报告查询及打印、病历共

享、就诊记录查询、其他医疗服务等。自助终端应

用场景包括电子健康卡申请、二维码申请、二维码

打印、预约挂号、费用查询、体检预约、检查检验

预约、充值缴费、检查检验、检查检验报告查询及

打印、病历共享、就诊记录查询、其他医疗服务。

４２　 “互联网＋”健康服务

包括 ＡＰＰ（银行、电信类和人社 ＡＰＰ）、微信

和支付宝等在内的互联网第３方应用，向区域内居

民提供基于 “互联网 ＋”的健康服务，使居民线

上、线下均可享受方便快捷的家庭医生和公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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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现 “每个家庭拥有１名家庭医生”、“每个居
民拥有１份动态电子健康档案和１张功能完备的电
子健康卡”，推动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４３　药品便民应用

以电子健康卡为载体，构建药品便民应用，创

新居民健康卡线上购药和线下配送，实现 “线上 ＋
线下”相融合的药品服务方式，帮助社会公众更加

便捷地买到放心药和便宜药。主要包括网上寻药、

网上购药、远程审方、便捷支付、药品配送、药店

搜索、药品比价、药品点评、用药学堂等。

４４　自助式健康管理

以电子健康卡为手段，创新居民自助式健康服

务。主要包括检验检查及体检结果查询、自我健康

评估、健康状况跟踪、个性化健康知识推送、健康

指导、可穿戴设备数据归集等，增强居民自我健康

管理意识，提升公众疾病预防能力。

５　结语

基于电子政务云平台的电子健康卡系统建设，

通过集约化的建设模式，有效提升基础设施的资

源利用率，节约建设投资资金。此外，系统功能

按照 《关于加快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的意见》

和 《居民健康卡虚拟化应用建设指导方案》的要

求进行设计和建设，通过电子健康卡跨域主索引

标识和授权安全机制，能够有效汇聚形成居民全

生命周期电子健康记录，促进跨部门、跨机构、

跨区域的数据资源整合，有助于电子健康档案向

居民个人开放使用。因此电子健康卡的建设对于

深化医改政策落地落实，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

促进 “三医联动 （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

和综合监管，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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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通过 “ｅ＋妇幼健康”智慧医疗改善产科门诊
患者就诊体验，将母子健康手册电子化、预约时

间精确化，建立针对孕产妇的妇幼健康服务新模

式，提供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化、全周期的健康

服务。在整个系统的推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

与瓶颈，如与社区医院的对接，如何将目前纳入

管理的孕前、孕中、产后 ３个阶段向前扩展至婚
前检查、向后扩展至儿童保健等，下一步将进行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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