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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了解大学生对电子病历共享认知情况，分析大学生视域下电子病历共享优势及不足，探讨电子病
历及其共享发展影响因素，提出相应建议，为我国电子病历共享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为大学生医学信息

素养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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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病历是患者就医过程的重要依据，对医学、科

研、教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纸质病历由医生手

写，存在医生字迹难以辨别、患者不重视病历、不易

保管等问题。电子病历已逐渐成为更多医疗机构的选

择。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及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加大对

电子病历共享的重视程度，不断进行改革。目前医院

信息化发展成为卫生信息化主要任务，电子病历共享

更是重中之重［１］。大学生是未来社会中坚力量，在

校大学生对电子病历共享的认知情况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未来电子病历共享发展走向。本研究采用自

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研究，以山西省在校大学生

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类人群对电子病历共享的认知

情况，为未来电子病历共享发展提供参考。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以山西省高校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本次调

查共回收有效问卷５２８份，其中医学生占４９６２％，

非医学生占５０３８％。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电子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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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对电子病历及其共享的认

知情况，共计 ２０题，全部为客观选择题，分为单
项和多项选择题。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５８０份，其
中有效问卷５２８份，有效率为９１０３％，５２份无效
问卷系非山西省高校学生填写。

２３　数据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对电子病历的认知

通过问卷可知５４７３％的大学生在就医时并不
关注所使用的病历是纸质还是电子病历；５８５２％
的大学生表示不了解电子病历；５７７７％的大学生认
为电子病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不可靠。病历是患

者就诊时的重要依据，记载着症状、医生诊断结果、

治疗方法、各种检查结果等，是发生医患纠纷时的重

要依据。但大部分大学生不重视病历，一半以上大学

生不了解电子病历。由此可见相关部门在推动电子病

历发展时，没有及时为公众普及相关知识，从而导致

大部分病患既不关注也不了解电子病历，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电子病历及其共享发展。近年来国家越来越

重视电子病历应用和共享，发布一系列相关规范性

文件，但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电子病历对病患个人

信息保护缺乏有力监管，导致病患对电子病历信息

保护的不信任，进而影响电子病历推广。

３２　对电子病历共享的认同

调查问卷显示３１２５％的大学生不愿意将个人
病历信息在各家医院之间共通共享；２６５２％的大学
生不愿意将个人病历共享给科研人员用于医学研

究；６４４％的大学生反对电子病历共享，４３３７％的
大学生对电子病历共享持观望态度。电子病历共享

于医院而言可以推动医疗进步，各种不同的案例更

是临床教学的宝贵资源，医疗进步的最终受益人是

患者。于患者而言可以避免重复检查，节省不必要

的费用。但部分大学生不愿意将个人病历信息共享

或用于医学研究。究其原因，他们认为电子病历共

享监管存在管理漏洞，医院不能保证患者的信息安

全。相关监管部门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从而导

致患者不信任。有近一半的大学生对电子病历共享

持非支持态度，说明我国电子病历共享还存在许多

问题，相关部门应及时改进。

３３　电子病历共享优势及弊端

大学生认为电子病历共享存在着一定优势：可

以实现患者诊断信息共享 （７４４３％）；避免重复检
查，降低医疗费用 （７４０５％）；提高服务质量
（６７９９％）等。虽然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电子病历
共享的优势认知有所不同，但基本一致，见图 １。
大学生认为电子病历共享存在以下弊端：监管存在

管 理 漏 洞 （７７２７％）； 无 提 示 预 警 功 能

（５０９５％）；系统缺乏互操作性 （４９２４％）；整体
缺乏整合 （４３１８％），见图２两者深浅有所区分。

图１　电子病历共享优势

图２　电子病历共享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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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电子病历共享实施

调查问卷显示３１７２％的大学生认为没有必要

完全实施电子病历，７５１７％的大学生认为电子病

历和纸质病历应共同保存。与纸质病历相比，电子

病历具有易保存、不易丢失、避免重复检查等诸多

优点。电子病历及其共享是为了方便患者和医务工

作者，未来电子病历必将取代纸质病历。但目前部

分大学生不能完全接受电子病历，可见我国电子病

历及其共享仍有许多不足之处。６７９９％的大学生

认为共享难以实施主要是因为不少医院电子病历还

没有实现互联互通；６９４７％的医学生认为是由于

公众对个人信息的泄露，特别是对于病患信息的泄

露非常担忧；５４８９％的非医学生认为是因为医生

对于电子病历共享需求缺乏刚性，在没有看到别的

医院诊断信息的情况下也能为患者看病。

４　讨论

４１　电子病历及其共享影响因素

第一，我国虽重视电子病历及其共享的发展，

但在病患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始终没有出台相关法律

文件，从而导致公众的不信任。第二，虽然我国相

继发布一系列有关电子病历共享的规范性文件，但

在实施时缺乏合理有效的措施，导致各个医院在落

实时存在差异，各个医院大都有各自的规范，难以

实现互通。第三，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对电子病历

及其共享的实施，但在资金方面的投入依然少于很

多国家［２］，使得电子病历共享的推进始终举步维

艰，难以快速推进。第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

坚力量，其认知及观点在一程度上代表目前电子病

历共享的发展状况，而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大学生不

了解电子病历及其共享。第五，目前电子病历及其

共享更多的是为医生及科研提供便利，而忽略患者

需求，无法为患者提供疾病预警等功能。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加大法律监管力度　７７２７％的大学生认为

电子病历共享监管存在管理漏洞，缺乏完整有效的

法律监管，人们对电子病历共享带来的信息安全问

题十分担忧，不愿意将个人电子病历信息留存在医

院。对此国家应针对电子病历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惩罚制度，根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赋予其对

患者电子病历不同使用权限［３］。此外应要求医院各

级人员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４］，

保障患者信息安全，推进电子病历共享进程。

４２２　规范电子病历系统　我国电子病历实施起

步晚，相关规定的制定也落后于国外很多国家。即

使是已发布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其标准也不够全

面，有效措施相对缺乏，导致各个医院都有各自系

统和标准，很难真正实现电子病历共享［５］。此外电

子病历尚无明确的记录规范，如知情同意书、辅助

检查、会诊记录等材料仍需纸质保存。总之目前的

电子病历尚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病历的作用，规范电

子病历各项标准有利于其共享的全面推广。

４２３　加大投入　电子病历系统建设及更新是一

项庞大的任务，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各个医

院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关系难以实现电子病历共享。

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医院始终对电子病历资源共享

是否能带来经济利益持观望态度［６］。调查发现

６７９９％的大学生认为电子病历共享实施困难，主

要是由于各个医院之间信息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对

此政府应加大对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建设的投入，缓

解医院资金压力。此外针对三甲医院的利益问题，

应出台相应激励政策，对三甲医院经济利益进行补

偿［７］，推进各个医院之间电子病历资源共享。

４２４　加大推广宣传和教育力度　调查发现

５８５２％的大学生不了解电子病历，其中非医学生

占５９５５％，医学生占４０４５％。虽然不少医院都有

电子病历，但在就诊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依然会

倾向于选择纸质病历。医院应加大对医生的思想教

育，大力推广电子病历使用，使医生积极应用电子

病历［８］。此外政府和医院应加大宣传，让更多人了

解电子病历及其共享的优势。高校可以开设相关讲

座和课程，使大学生充分了解电子病历，加强对大

学生医学信息素养的教育，尤其是非医学院校应为

学生普及相关知识，为未来电子病历共享发展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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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增加患者权力和疾病预警功能　调查发现
信息安全问题和电子病历共享无提示预警功能是大

学生拒绝电子病历及其共享的重要原因。随着计算

机网络发展，网上获取信息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

患者担心其电子病历信息泄露，对此电子病历系统

可增加患者权力，使其有权隐藏个人隐私，对不同

隐私进行分级保护［９］。充分利用电子病历共享，增

加电子病历疾病预警功能，使人们亲身体验到推动

共享所带来的更多优势。

５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医院开始采用电子病历，但由于人们对电子

病历缺乏了解以及电子病历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其

共享进程缓慢。本研究调查大学生对电子病历共享

的认知现状，分析我国电子病历共享发展现状，发

现大学生对此整体上缺乏了解，对电子病历共享时

的信息安全不信任。近年来各个医院患者数量不断

增加，传统的纸质病历已无法满足现代医疗需求，

因此快速推进电子病历及其共享发展不容搁置［１０］。

一方面需要国家法律及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

要各个医院的大力配合及医务工作人员的实施，此

外更需要公众接受和认可，相信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能更快、更好地推动电子病历及其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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