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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原卫生部与人口计生委职责整合，新成立的国

家卫生计生委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

要求，在原卫生 “３５２１２”顶层架构基础上提出
“４６３１２”的新架构，其中 “６”代表公共卫生、计
划生育等６项应用业务， “３”代表电子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和全员人口信息这３大基础数据［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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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在于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实现卫生计生各项业务协同，同时集中数据信息资

源，发挥大数据应用优势，有效提升人口健康科学

决策和服务管理水平［２］。按照国家要求，重庆市作

为试点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互通

试点工作。

２　重庆市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背景

２１　卫生信息化

重庆市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两大资源库 （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正在建设和完善中，两大

数据库和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按照市 －区县两级模式
建设，每个区县建设有区县卫生信息平台，３９个区
县平台汇集到市级卫生信息平台。重庆市前期承担

的国家原卫生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试点项目 （１期
项目）按照 “３５２１２”的建设思路，已初步完成涪
陵等５个试点的区县卫生信息平台和重庆市卫生信
息平台建设，为后续全市范围内平台推广应用奠定

基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 （２期
项目）以１期项目为基础，按照分阶段、分项目的
建设思路，分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业务系统、电子

病历系统、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３个步骤实施。目
前，２期项目建设初见成效，基层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业务系统正在实施或已完成的区县占８５％、电
子病历系统正在实施或已完成的区县占６９％、平台
硬件采购完成的区县占７９％。

２２　计生信息化

为加快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推动医疗体制改革，重庆市计生委实现了从全员人

口统筹管理信息系统更新升级到人口家庭信息系

统，采用Ｂ／Ｓ架构，一市一库，采用 “以房管人”

模式，淡化了居民计划生育方面的信息，更重视人

口的变动情况、居住轨迹等。重庆市人口家庭信息

系统是本市 “金人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庆

市人口健康信息化的重要内容。重庆市卫计委坚持

顶层设计、基层运用的原则，基于 “全市一库，一

人一档，一数一源”的理念，形成了 “标准统一、

全市一库、唯一记录、两种人口、３类家庭、多地
维护、３级管理、６级应用、采用并重、部门共享、

稳定高效、系统安全”的人口家庭信息应用系统。

实现人口信息档案电子化，确保信息数据更及时、

完整和准确。

３　互联互通需求分析

３１　建立卫生健康档案数据和计生人口数据互联互通

重庆市卫生信息化经过几年建设已经初具规

模，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卫生信息化

建设正处于推广应用的关键时期，电子健康档案的

建档率以及建档质量是关系到后续成熟应用的重要

问题。人口信息化已初步建成覆盖全市全员人口的

基本信息数据库，与公安、社保、教育等领域开展

数据共享和业务协作，然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

新生儿、孕产妇等信息还不够科学和完善，需要具

有严谨医学证明的数据核对。在卫生和计生领域各

自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建立卫生健

康档案数据和计生人口数据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强

数据比对，可以有效提高双方数据的准确度和利用

率，更好实现卫生计生的信息惠民［３］。

３２　试点项目建设

为促进业务深度融合和数据互联互通，于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互通项目建

设，选择万盛经开区、涪陵区和巫山县先行试点，

以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基础，融合全员人口数据、

电子病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３大数据库。在完善
全员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家庭等基本信息的同

时，开展基于全员人口的健康档案基本信息、孕产

妇健康管理、儿童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试点，

扩大健康数据来源，提高健康信息准确性，构建完

善全过程的健康管理数据系统［４］，以数据融合推进

工作融合和队伍融合，切实提升人口家庭管理和公

共卫生服务的质量。

４　卫生计生互联互通模式

４１　研究思路

重庆市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互通项目，是为实

现卫生计生双向数据互通共享，有效提升数据质

量，发挥信息整合优势，优化服务模式，提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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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卫生工作服务管理水平，方便对居民人口健康

信息的管理与应用，最终实现全员人口、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３大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共享和
互联互通，实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人口家庭信息

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而非系统整合。

４２　架构

如图１所示，通过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已有数据
交换与共享平台对市人口家庭前置交换库进行定时

抽取和清洗，形成平台３大库之一的人口基本信息

资源库；再通过市 －区县两级平台，从市级平台将
人口信息分发到各个区县平台，形成区县的人口基

本信息资源库；随后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对已有计

生人口数据和卫生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个人基本数
据的对比补充，辅助提升健康档案建档率，强化对

重点人群 （特别是儿童、孕产妇）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４－５］；同理，通过区卫平台对健康档案数据的

对比和分析，收集个人出生、死亡、怀孕等卫生信

息，将其反馈到计生人口家庭信息系统供计生专干

使用。应用系统间关系，见图２。

图１　重庆市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互通项目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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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应用系统关系

５　应用效果分析

５１　概述

涪陵区作为本项目的３个试点区县之一，在初
步完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的前提下，以全员人

口数据为基础，开展针对孕产妇、０～６岁儿童、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的专项公共卫生服务，为其建立专

案，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５］。同时，针对计

生数据与公共卫生系统建档数据对比，筛选出信息

不匹配的居民，进一步对其健康档案进行修改完

善，提升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质量。

５２　业务系统个性化改造

在公共卫生系统中增加卫计互联互通模块，可

通过该模块看到本区域内计生人口系统中有而公共

卫生系统中没有建档、或已建档但信息有差异的居

民数据；计生系统中有而公卫系统中没有的居民数据，

可选择为其建档，如为弱势群体则提示为其建立专案；

计生和卫生系统中信息有差异的居民数据，可对其进

行对比、修改、完善操作，在对比过程中，操作人员

需要落实该居民有差异的身份信息并根据实际情况去

更正数据，选择正确的数据保存。同时，还能处理婚

姻变动、迁出人口和死亡登记，以及查询统计功能。

５３　应用情况

２０１５年４月涪陵区召开了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
互通项目推广及培训会，新增系统模块在全区应

用。截至目前，涪陵区通过计生人口数据系统新增

健康档案９９８３份，更新健康档案１１３３４２份，其中
迁出档案５０份，死亡登记８７６份，婚变更改８１６４
份，完善档案１０４２５２份。

６　结论

通过对卫生与计生数据互联互通的前期试点，

探索的意义主要体现在：（１）提升建档率，以计生
人口信息为基础，快速排查到该辖区内未建电子健

康档案的人群，为其智能建档，提升该辖区内的建

档率。（２）查漏补缺，以计生人口信息为基础，筛
选出本辖区内０～６岁儿童、６５岁以上老年人以及
年满１８岁女性，分别为其建立儿童、老年人及妇
女专案，加大对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群体的公共

卫生服务可及性。（３）提高流动人口公共卫生服务
普及率，基于计生对流动人群的管理，及时为本辖

区内迁入和迁出居民分别进行建立档案和档案转出

操作，在全市人口健康信息化互联互通的基础下，

便于流动人口更好地享受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提升普及率。（４）提高卫生计生数据质量，通
过卫生与计生数据的双向对比，基层卫计工作人员

对差异数据进一步核实确认，提高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和全员人口个案数据的准确度。

重庆市初步探索并验证了基于区域信息平台的

卫计互联互通模式，应用效果表明通过数据共享和

互联互通可以有效提高公共卫生的服务质量和可及

性，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卫生和计生健康档案和全员

人口信息库的数据准确度。但是，当前仅完成数据

层面的互联互通和公共卫生初步的应用探索，卫生

对计生的数据同步以及卫计业务协同还有待进一步

加强。在今后的工作中，随着全市两级信息平台建

设的逐步完成以及３大库数据的完善，全市范围的
卫生和计生数据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将有序开展，

为全国其他省市做示范和参考。

参考文献

１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 （国卫规划发 〔２０１４〕２４号）［Ｚ］．２０１４．

２　侯惠荣，侯岩．以信息化促进卫生计生事业的科学发展
［Ｊ］．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２０１４，（１１）：８４－８６．

３　宗文红，周洲，张涛，等．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模式
研究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４，（８）：５１－５６．

４　郭静，翁昊艺，周庆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
用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４，
（５）：４４０－４４２．

５　李孜．建立公共卫生信息化推进公共卫生综合服务管理
———以重庆市梁平县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为例 ［Ｊ］．中
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２，９（２）：８５－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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