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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内外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发展现状，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
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开展考核指标体系研究、保障信息安全，以实现更大范围的电子健康信息共

享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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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 “互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

医疗健康领域的深入融合和应用，电子健康信息共

享调阅对医疗卫生事业的作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辅

助和支撑，而是引领和推动着业务创新发展，有效

的健康信息共享调阅可以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减

少医疗差错，提高患者安全性，促进医疗资源合理

分配，降低医疗成本［１］。基于电子健康信息共享的

卫生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现代化医疗卫生发展必然趋

势，成为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技术手段和

基础保障。本文就国内外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发

展现状进行综述。

２　国外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发展现状

２１　美国

２００４年时任总统布什提出建立国家卫生信息网
战略规划，系统互联、信息共享成为美国卫生信息

化建设的核心目标［２］。２０１５年９８％合格医院及急
诊医院成功达到电子病历有效使用的目标［３］。２０１７
年非联邦急症医院在卫生信息互操作的发送、接

收、查找、整合 ４方面分别达到 ８８％、７４％、
６１％、５３％，４个方面均实现的医院达到４１％，较
２０１４年有很大提升［４］。２０１７年６０％医院提供患者
个人健康档案信息，健康档案使用者中有 ６７％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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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监控个人健康、３３％分享健康数据、３５％下载

健康数据［５］。２０１８年１项研究发现服务提供者或保

险者能够为５２％的居民在线提供电子健康记录，其

中５３％个人过去１年中在线浏览健康记录 １次以

上，８０％居民拥有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其中约一

半有健康应用程序，３／４健康应用程序用户跟踪了

与健康相关目标的进展情况，此外近３０％有健康应

用程序或电子监控设备的个人与医疗保健提供者共

享这些设备信息。

２２　英国

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３月超过 ４５００万名居民通过

Ｓｐｉｎｅ项目收到档案创建邀请邮件，约２６００万人创

建电子健康档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ＨＲ），

２４２３４１份ＥＨＲ被急诊调用；系统后台每天约处理

４０万条查询授权和 １４０万条档案安全预警，超过

１１００万通过 Ｓｐｉｎｅ预约挂号，电子病历传输约 ３３

万。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仅有１１家诊所没有为符合条

件的患者建立保健记录概要 （ＳｕｍｍａｒｙＣａｒｅＲｅ

ｃｏｒｄｓ，ＳＣＲ）。ＳＣＲ包含患者人口统计信息和用药

历史，可通过符合ＳＣＲ的全科医生系统查看，也可

在保健点应用患者同意模型的全国浏览查看应用程

序查看，最新版本 ＳＣＲ扩展了临床信息查看范围。

９８％社区药房具有ＳＣＲ信息，ＳＣＲ访问平均每４６７

秒／次，每周访问数从２０１７年４月的１０９６３１次增

加到２０１８年３月的１３２４７０次；Ｓｐｉｎｅ安全处理约

１００亿条消息，比２０１４年快４倍［６］。ＬｅｉｇｈＲ等对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１２８６８７３名患者急症医

院就诊情况进行调研，涉及住院、门诊和急诊就诊

１２１３５１８３７次，２５０％ （３９３１２５５次）涉及两个

或多个信托基金的医院，其中 ５３６％ （２１０７９９８

次）就诊中在信托基金医院之间共享患者信息［７］。

２３　法国

开发国家电子病历系统———共享医疗档案

（ＤＭＰ），每次患者就诊结束后，医疗专业人员需在

ＤＭＰ中输入关键信息。２００４年法国政府投入３５亿

欧元以加快 ＤＭＰ发展，截至 ２００９年已创建 ６５个

ＤＭＰ，２０１３年提出实施新的卫生政策进一步推动其

发展，２０１６年纳入立法体系，同年７月全国职工健
康保险基金会开始管理ＤＭＰ，邀请医保投保者和医

生一起建立个人ＤＭＰ，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在９个

试点区域共创建３５万个新的ＤＭＰ［８］。

２４　加拿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斥资５

亿加元创建健康咨信有限公司，统一指挥和组织全

国建设电子健康档案［９］。２０１３年 ＥＨＲ共享率为

６２％［１０］，使用可互操作电子健康记录 （ｉＥＨＲ）交

换信息，以及通过其他补充解决方案在组织机构间

共享信息均被称为联接健康信息。截至 ２０１７年平

均ｉＥＨＲ可用率达到９４６％［１１］。根据 Ｉｎｆｏｗａｙ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报告［１２］，２０１９年每１０个加拿大人中至

少有７人可以获得部分健康记录。据估计５０万名保

健专业人员 （医生、护士、药剂师、其他临床医生

和行政人员）可以从联接健康信息中获益，通过与

电子病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ＭＲ）、医
院信息系统和药房管理系统等临床系统集成的 ＥＨＲ

来获取患者信息，或通过独立的Ｗｅｂ浏览器来访问

信息，据估计３３万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是跨省和

地区的联接健康信息用户。根据Ｉｎｆｏｗａｙ２０１８年１－

３月开展的调查，８４％初级保健医生和８９％医疗专

家可以通过联接保健信息系统获取外部保健机构健

康信息，其中家庭医生获取的外部机构或诊所信息

中实验室和诊断影像学结果最常用，分别占８０％、
７４％，其次是患者服用的药物占５８％，住院和出院

记录占５５％，院外专家或保健机构关于患者保健的

临床说明／咨询信占４５％，家庭保健机构关于患者

保健的临床说明占２０％，８２％初级保健医生和７７％

专家表示其通过电子记录提供更有效的保健服务。

２５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６年７月成立数字健康局，随之发布澳大利

亚国家数字健康战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１３］。根据澳大

利亚数字健康局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报告［１４］，Ｍｙ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作为澳大利亚民众及保健专业人员在
线访问平台，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已覆盖澳大利亚８个

州／地区的３２家公立医院、１８家私立医院，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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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进行健康报告共享。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共有１７４万

人通过国家消费者门户访问个人记录；平均每周有

２３０６家医疗保健机构通过其临床信息系统浏览查

看Ｍｙ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记录；平均每周有６４９７家医疗

保健机构上传文件至记录，共有４９亿份文件上传

至Ｍｙ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

３　我国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发展现状

３１　概述

２０１３年国家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

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规划发 〔２０１３〕３２号），

该规划首次明确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总体框架，加

快省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和区域信息平台建设，实

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互联互通。财政部和国家

发改委连续启动多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卫生信息

化项目，总投资近１００亿［１５］，地方也在加大信息化

投入，北京市投入 ４０００多万建立市级信息平台，

上海在医联工程的基础上建立健康信息网 （市平

台、医联平台、区县平台），实现人人享有电子健

康档案［１６］。进入 “十三五”时期，国务院发布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６〕４７号）和 《关于深入开展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国卫

规划发 〔２０１８〕２２号）等重要文件，进一步深入

推动信息技术在卫生行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健康

信息共享提供政策支持。

３２　北京

２０１５年建设实施电子病历共享工程，２０１６年

完成一期项目建设，初步建设完成市级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并实现与各区的对接。２０１８年３０家试点医

院已实现电子病历共享调阅，医生接诊时可调用获

取患者药物过敏信息，开药时可查询该患者最近３

个月药品记录。据北京市卫计委信息中心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３０家医院全部实现电

子病历信息的共享调阅，总调阅量 ４６７０６４３次

（已排除失败调阅、获取就诊列表调阅以及调阅本

院上传的患者信息３类）。

３３　上海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于２００６年组织所属２３

家医院建立市级医院临床信息共享项目 （即医联工

程）［１７］，２０１１年４月起启动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疾

病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建设，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底共采集约７２１亿份门急诊诊疗病例，约６２５万

份住院病例，各类明细数据总量已超过 ２５０亿条，

平均每天１６００万条数据量增长［１８］。

３４　厦门

２００６年开始建设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一期

投入２６５０万元［１９］。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已覆盖

全市 ９５％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市民健康档案

３００多万份，实现患者检验、影像图片、用药记录

等诸多居民健康信息的区域共享［２０］。全市１６所公

立医院和３９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２７２

家乡镇卫生所／服务站可通过厦门市区域医疗影像

云平台进行影像共享互认调阅，医护人员可直接在

医生工作站实现影像共享。市民可通过 “美丽厦门

智慧健康”微信公众号或厦门市民健康网调阅近６

个月影像，可在市民健康网在线下载原始影像资

料。据２０１９年平台数据统计，患者在线影像下载

量平均每月２３３人次，影像调阅量平均每月３６５２

万人次。其中医生调阅量２９４７万人次，公众调阅

量７０５万人次，包括通过微信公众号调阅量３１０９

人次、通过网站调阅量６７４万人次［２１］。

３５　南京

公众健康服务专业应用系统是集预防、医疗、

保健、养生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健康服务系统。可

实现区域内居民健康档案统一调阅，包括个人信

息、档案信息、医疗服务、慢病专项等。居民健康

档案可通过医生工作站进行跨院调阅，居民可通过

１２３２０门户网站、移动终端等多渠道获取个人完整

健康资料。南京市区域内各医院医学检验检查结果

实现数据采集、共享与分析，居民跨院就医时，医

生能够调阅检验检查报告；同时居民可通过 １２３２０

门户网站、移动终端及自助医疗终端等多种渠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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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个人检验检查结果［２２］。

３６　香港地区

香港医院管理局于２００６年推出 “公私营医疗合

作－医疗病历互联试验计划”（病历互联计划），参

与该计划的私营医护专业人员在取得患者同意后可

查看其储存于医管局的电子医疗记录。截至 ２０１６

年初已有超过４０万名患者及３６００多位私营医护专

业人员参与病历互联计划，而通过系统调阅患者记

录的次数超过１４０万次。香港医健通平台启动１年

半以来调阅患者记录次数已超过３３万次［２３］。

３７　台湾地区

台湾 ＥＨＲ交换分 ３个阶段实施：第 １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开始并推动ＥＨＲ计划，第２阶段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加速医院和诊所采用 ＥＨＲ，患者

在台湾任何一家医院只要签署书面协议就可以使用

医保ＩＣ卡和医疗 ＩＣ卡，从其他参合医院调取过去

６个月所有重要病历。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提供机构

间电子病历共享调阅的医院已达３２１家。未提供该

服务的医院都是床位不足１００张的小医院［２４］。第３

阶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资助ＥＨＲ互操作性和应用。

根据２０１６年电子病历交换中心统计，８０４％医院和

５３６％诊所具有可互操作的电子病历。研究表明台

湾医疗中心 ＥＨＲ平均下载量最高为３１８７１７８次，

其次是诊所为２６９０８２１次。在４份ＥＨＲ表格下载

量中，门诊病历下载量最高，为２９７９３７０份，其

次是实验室检查，为２４２５７２３份，均远高于医学

影像和出院总结［２５］。

３８　其他

我国其他城市也相继发布和实施电子健康信息

共享相关政策和措施。如重庆市政府要求加快 “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行动计划提出，２０１８年初步

形成个人健康基础信息标准规范，逐步向公众开放

个人电子健康档案查询。实现卫生健康政务服务信

息对接全市政务共享交换平台以及基于市级共享平

台的数据交互［２６］。２０１８年苏州市推行家庭医生签

约制度，推动电子健康档案向签约居民开放［２７］。宁

波市依托远程影像诊断系统，建立区域影像诊断中

心，所有联网单位患者影像检查实行统一编号、统

一标准、统一流程管理，实现联网单位患者影像资

料在区域内的共享［２８］。

４　我国在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中存在的
不足

４１　资金投入不足

相比美国、加拿大等国，我国制定电子健康信

息共享调阅相关规划和方案的时间较晚，资金投入

也相对较少。纵观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历程，

随着业务对信息技术需求的增加，在资金投入方面

也稳定增长，但是仍不能满足信息化建设需求。相

关研究［２９］显示在卫生信息化驱动因素中，位于第

１０和第７的因素是投入资金增长和投入比例增加，

这表明只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支撑健康信息共享建

设。根据 ＣＨＩＭ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中国医院信息化情况

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医院中４６６家医院对目前推

进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各障碍因素进行投票，从重要

程度的排位分布情况来看，排在优先级第１位的是

缺乏充分的信息化资金支持，占５２７９％，因此信

息化资金投入仍有待提高。随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推进，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医院收入渠道减少，

医疗信息化建设尤其需要得到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和

补偿。

４２　电子健康信息共享有待提升

国外各国已实现个人健康档案、门诊、急诊、住

院记录、疫苗接种记录及疫苗库存管理等方面信息共

享，医院、信托基金医院、家庭医生、个人均已实现

较大范围的个人电子健康信息共享。然而在我国区域

及部门间信息孤岛现象依然严重，信息共享率低，尤

其是规模较小医院、私立医院及诊所由于缺乏硬件设

施及资金投入等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个人查询健康信

息往往有明确时间限制；医院间信息共享在及时性、

全面性及准确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对于医疗机

构来说，信息共享调阅不是刚性需求，往往得不到

重视，因此我国目前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虽然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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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效，但仍然有许多不足，惠民信息服务需要进

一步加强，亟需进一步提升健康信息共享水平和应

用效果，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需求。

４３　缺乏激励机制和措施

医疗卫生机构在信息化方面的成效直接影响整

体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成效，因此推动医疗卫生

机构信息化建设需要促使医疗机构意识到信息化建

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效益，将信息化建设纳入医疗机

构中长期规划，同时政府建立激励机制来引导医疗

机构信息化发展，但目前国内关于医疗机构信息化

建设的奖励激励机制研究及应用未见文献报道。

４４　信息安全存在风险

电子健康信息记录着大量居民基本信息和隐私信

息，若缺乏法律制约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侵权、

滥用等行为，修改追溯困难、使用权限不明确，导致

责任认定和审计体系不完备，使其在信息共享过程中

存在巨大安全隐患。我国已在 《基于健康档案的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指南》、《执业医师法》、《医务

人员医德规范及其实施办法》、《护士条例》等相关

法规中明确规定不得泄露患者健康相关隐私，然而尚

缺乏完善的电子健康信息保护法律法规，没有严

格、智能的电子健康信息监控系统，因此制定有效

措施，防范及控制信息泄露风险尤为重要。

５　改进对策及措施

５１　加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政府资金投入到电子健康信息共享中，应根据

医疗健康信息化特点、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投资

形式以及可操作的绩效考核办法。投资形式上，可

以改变信息化建设前投入的方式，考虑建设前投入

一部分 （或者不投入），在任务完成后以奖励的方

式再投入，也可称为 “以奖代投”或 “以奖代补”，

即在预期目标和任务完成后财政资金以奖励形式补

助给医疗机构，有效避免前期投入的不可控性导致

资金浪费，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疗机构积极性和

重视程度，提高财政投资绩效，最终促进健康信息

化共享更有效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服务。

５２　开展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考核评估指标体系是 “指挥棒”，应根据医改、

卫生健康服务重点任务以及居民健康迫切需求等明

确健康信息化共享目标和任务，根据目标和任务科

学合理地设置奖励性资金投入，考核指标应具有目

标导向性，建议主要以结果、效果指标作为考核指

标，少以过程性指标作为考核指标。

５３　保障信息安全

重视信息保护与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

设，使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行为有法可依，信息共享

更加安全；建立健全电子健康信息共享安全管理制

度；充分利用新型互联网创新技术确保信息安全，

如虚拟专用网、入侵检测、信息加密、区块链技术

等。有研究提出一项基于区块链的可搜索加密方

案，通过复杂的逻辑表达式构建电子健康信息索引

并存储于区块链中，只有索引迁移到区块链中用于

传播、共享数据，数据用户通过表达式索引搜索查

看数据，数据所有者控制使用者权限，确保数据安

全性、完整性、抗篡改性、可追溯性［３０］。

６　结语

电子健康信息共享已成为现代化医疗卫生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技

术手段和基础保障。我国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起步较

晚，目前存在很多问题，如电子健康信息共享度不

高、资金投入不足、缺乏激励措施等。对此建议加

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保障信息安全，实现更

大范围的电子健康信息共享调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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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２０．

１６　高解春，于广军，谢桦，等上海市健康信息网建设思
路与基本框架 ［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１１，２７（７）：
５１６－５１９．

１７　于广军，高解春，王锦福大型城市医疗信息共享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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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孙中海鹭岛的信息惠民之路－厦门市民健康信息系统
建设与应用 ［Ｊ］．中国信息界 （ｅ医疗），２０１３（１０）：
４２－４５．

２０　张贵民 居民健康信息深加工 ［Ｊ］．中国医院院长，
２０１２（２３）：７０－７１．

２１　许志坚，林建东，徐秋实，等厦门市区域医疗影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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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５－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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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公众健康服务系统研究 ［Ｊ］．中国医疗设备，
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４１－１４５．

２３　琚文胜 香港电子健康记录互通共享的实践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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