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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全国４８７家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情况调查数据，分析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的建议，包括加强信息管理部门建设，优化专业人才配

置，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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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三级中医医院作为提供高水平中医医疗服务和

执行高等教育、科研任务区域性以上的医院，是我

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领头军，合理的人才配

置、优质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的培养方法直接影响医

院信息化水平和智慧服务能力。近年来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以及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十三五”规

划》等对加强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中医药信息

化人才培养提出具体要求，本文基于三级中医医院

填报的２０１８年信息化建设情况调查数据，分析我
国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存在问

题，了解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队伍总体水平、配置

结构和培养情况，为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十四五”

规划研究和制定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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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设计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表，应用基

线调查信息系统在线开展全国三级中医医院 （含中

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信息化建设情况调查，

调查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１２月３１日，共
收集全国范围内４８７家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包括东
部地区２２５家、中部地区１２６家、西部地区１３６家
医院。

２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表主要包括医

院基本信息、信息化建设水平、信息化服务水平、

信息化管理水平、信息化创新发展、信息化发展

问题与建议６部分内容。本文主要研究医院信息

管理部门基本情况、信息化人才学历层次、专业

结构、职称分布以及继续教育培训、科研创新能

力等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基于基线调查数据建立

三级中医医院人才队伍建设专题数据库，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收集的调查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信息管理部门基本情况

３１１　上级主管　由书记、院长等院级领导和院
办、医务等部门多重管理。数据分析显示以院级领导

（非书记和院长）居多，占比７０６４％ （３４４家），由
书记、院长直接领导和管理占４５１７％ （２２０家），归
属于行政部门 （院办公室、医务处 （科））和技术部

门 （设备处 （科）、财务处 （科）、病案统计室 （病

案科））直接领导的占少数，见表１。

表１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所属情况

上级主管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书记、院长　 ２２０ ４５１７ １０１ ４４８９ ５０ ３９６８ ６９ ５０７４

其他院级领导 ３４４ ７０６４ １５３ ６８ １００ ７９３７ ９１ ６６９１

行政部门　　 １８ ３７ ４ １７８ ７ ５５６ ７ ５１５

技术部门　　 １３ ２６７ ２ ０８９ ６ ４７６ ５ ３６８

其他　　　　 ５ １０４ ２ ０８９ ０ ０ ３ ２２１

３１２　主要业务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承
担的主要业务为医院网络等硬件设备日常运行与维

护、信息系统建设、信息战略规划，承担图书馆管

理、病案统计管理业务的较少，见表２。

表２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主要业务情况

承担的主要业务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量 （家）百分比 （％）数量 （家）百分比 （％）数量 （家）百分比 （％） 数量 （家）百分比 （％）

医院信息化战略规划 ４５３ ９３０２ ２１４ ９５１１ １１１ ８８１ １２８ ９４１２

医院信息系统建设 ４８０ ９８５６ ２２２ ９８６７ １２３ ９７６２ １３５ ９９２６

医院网络等硬件设备日常运行与维护 ４８３ ９９１８ ２２３ ９９１１ １２４ ９８４１ １３６ １００

设备管理 １５８ ３２４４ ６５ ２８８９ ４２ ３３３３ ５１ ３７５

图书馆 （室） ５８ １１９１ ２８ １２４４ １２ ９５２ １８ １３２４

病案统计管理 １０１ ２０７４ ４１ １８２２ ２９ ２３０２ ３１ ２２７９

电话系统管理 １５３ ３１４２ ５３ ２３５６ ４１ ３２５４ ５９ ４３３８

视频、监控及门禁管理 １０４ ２１３６ ４７ ２０８９ ２６ ２０６３ ３１ ２２７９

远程医疗 ２５９ ５３１８ １１７ ５２ ６１ ４８４１ ８１ ５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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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信息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配置情况

３２１　人员总体情况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
门人员数占全部在岗职工数的０８２％，平均每家三
级中医医院信息部门有７９人，平均每位信息化人

员负责２０３３１张床位。信息管理部门人员数主要集
中在４～１５人，占比８１９３％。东部地区信息管理
部门人员数在 １６人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
东中西部信息管理部门人员数在４～６人占比最高，
见表３。

表３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人员总体情况

信息管理部门人数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２０ １４ ２８７ ９ ４００ ３ ２３８ ２ １５９

１６～２０ １７ ３４９ １０ ４４４ ４ ３１７ ３ ２３８

１１～１５ ５７ １１７０ ２７ １２００ １６ １２７０ １４ １１１１

７～１０ １３９ ２８５４ ８１ ３６００ ２７ ２１４３ ３１ ２４６０

４～６ ２０３ ４１６８ ８２ ３６４４ ５７ ４５２４ ６４ ５０７９

１～３ ５７ １１７０ １６ ７１１ １９ １５０８ ２２ １７４６

３２２　人员学历层次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
理部门人员学历构成，见图 １。其中本科学历
占比最多。东部、中部地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人员数在１～５人的医院占比、本科学
历人员在 ６～１０人的医院占比高于中西部地区，
见表 ４。

图１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人员学历情况

表４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人员学历及人数分布情况

学历 人数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０ ２ ０４１ ２ ０８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１０ １０ ２０５ ３ １３３ ４ ３１７ ３ ２２１
１～５ １５６ ３２０３ ８３ ３６８９ ３３ ２６１９ ４０ ２９４１
０ ３１８ ６５３０ １３７ ６０８９ ８８ ６９８４ ９３ ６８３８

本科生 ＞１０ ４９ １００６ ２５ １１１１ １０ ７９４ １４ １０２９
６～１０ １５９ ３２６５ ８９ ３９５６ ３０ ２３８１ ４０ ２９４１
１～５ ２６５ ５４４１ １０５ ４６６７ ８０ ６３４９ ８０ ５８８２
０ １３ ２６７ ５ ２２２ ６ ４７６ ２ １４７

大中专及以下 ＞１０ １ ０２１ １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１０ １３ ２６７ ５ ２２２ ４ ３１７ ４ ２９４
１～５ ３０５ ６２６３ １２９ ５７３３ ８３ ６５８７ ９３ ６８３８
０ １６８ ３４５０ ９０ ４０００ ３９ ３０９５ ３９ ２８６８

·５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３２３　人员专业结构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
门人员专业结构，见图２。东部地区计算机及工科
类专业人员占比高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三级医院

信息管理部门作为新技术应用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面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技术，对计算

机及工科类人才的专业需求较高。

图２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与技术人员专业构成

３２４　人员职称分布　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职称
以初中级职称为主，见图３。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中
医医院信息化人员职称情况具有明显性差异，东部

地区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占比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中

医医院。

图３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管理与技术人员职称构成

３３　信息管理部门人员培训情况

２０１８年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参加过培训
（院内培训除外）的占 ９０３５％，１～５次的最多，
其次是６～１０次。东部地区高于全国水平，中部、
西部地区不超过５次的占比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在
参与培训的４４０家医院中，参加网络安全培训的人
次数与参加所有培训的人次数比例为０９～１的居
多，有９２家，占２０９１％，其次是０３～０４，有８６
家，占１９５４％，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８年度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培训分布

参与培训人次数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数量 （家） 百分比 （％）

＞２０ ３４ ６９８ １８ ８７８ ７ ６１９ ９ ７３８

１６～２０ ３２ ６５７ １７ ８２９ ７ ６１９ ８ ６５６

１１～１５ ４３ ８８３ ２１ １０２４ １１ ９７３ １１ ９０２

６～１０ １１４ ２３４１ ６２ ３０２４ ２４ ２１２４ ２８ ２２９５

１～５ ２１７ ４４５６ ８７ ４２４４ ６４ ５６６４ ６６ ５４１

０ ４７ ９６５ ２０ ８８９ １３ １０３２ １４ １０２９

３４　信息管理部门科研创新能力情况

２０１８年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承担各级各类

科研课题项目的有４６家，占比９４５％，其中承担

科研课题经费 ＜３０万元的医院有 ３３家，占比

６９８％，承担科研课题经费＞３０万元的医院仅１３家，

占比１６４％。论文发表方面，９９家医院发表了信息

化相关学术论文，占比２０３３％，其中发表≤５篇论

文的医院有８８家，＞５篇的仅有１１家。１２家医院发

表有 ＳＣＩ／ＳＳＣＩ论文、３９家医院发表了核心期刊论

文。专利著作方面，１５家医院获批过信息化相关专

利，占比３０８％，２４家医院获得过软件著作权，占

比４９３％。获得５项以上软件著作权的医院有６家。

４　讨论

４１　加强信息管理部门建设

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多数中医医院采取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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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直接管理，以副院长居多，其次为书记、院

长管理，部分中医医院信息管理部门由医院行政

（院办公室、医务处）或技术部门 （财务处、设备

处）负责管理。中医医院应进一步加强信息管理

部门建设，优化职能，明确责任和权限，整合优

质资源，提升服务效能。信息管理部门工作以战

略规划、系统建设、日常运维为主，三级中医医

院作为我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牵头者应将其

从繁琐、低效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积极探索应用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提高医疗服务与管理水平，重视运用医院

数据资源，加强远程医疗研究，推进智慧中医医

院建设，积极思考通过信息技术提升智慧管理、

智慧服务、智慧医疗水平，使信息化在发挥互联

互通、共建共享重要枢纽作用的同时与医院管理、

业务、创新相互促进［１］。

４２　优化信息化人才配置

全国三级医院信息化职能部门平均工作人员数

为１０人［２］，而三级中医医院从事信息化人员平均

仅７９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学历方面，全国

三级医院信息化人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

１２０５％［３］，而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仅占８８９％，低于全国水平。三级中医医

院信息化人员以本科生为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

比最少，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形成高学历与低学

历分布的两个极端。专业方面，超过８５％的三级中

医医院信息化人员为计算机和工科类、管理类、临

床及医学类专业，计算机和工科类专业的信息化人

员最多，占比７１５７％，而医学信息类专业人员仅

占６６８％。《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

要培养一批具备中医药学、信息学、管理学知识的

复合型人才［４］。中医医院在招聘信息化人才时应结

合医院信息化发展实际，制定信息化专业人才进编

条件，引进以中医学、医学为背景的信息化人员，

制定合理的考核制度，重视工作能力和专业技能，

留住既具有医学背景又掌握信息技术的高素质人

才。职称方面，初级职称人员占比较高，西部地区

较明显。产生原因可能为部分信息化人员进入医院

早，当时准入要求不高，受学历、知识储备等影

响，职称评定积极性不高，医院可制定相关激励措

施，强化业务学习，提升员工成就感。

４３　重视信息化人才培养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组织院外培训，提高人

才专业水平，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中医药信

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组织开展中医药管

理和技术人员信息化培训［４］。从调查数据来看，

多数医院会组织信息化相关人员参加培训，但培

训次数较少，有 ４７家医院未安排人员外出培训。

医院应制定合理的培训计划，提供继续教育机会，

支持和鼓励信息化相关人员参加医院信息化建设

培训班和学术交流活动，了解医院信息化发展新

动态，更新专业知识，学习医院信息化建设成功

案例和经验。培训后营造交流、探索和实践环境，

结合工作实际解决在院外学习培训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信息化人员积极主动参与网上课堂、远

程教育、研究生班、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的培训

活动［５］，充分运用现有学术交流平台，结合社交

软件保障培训信息及时获取。培训内容上，结合

医院信息化建设重点和人员主要工作范围进行选

择，对院领导和信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医

院信息化建设规划和管理相关培训，对信息技术

人员主要依据个人擅长领域和从事工作开展相应

的技术培训，对院内人员定期组织开展网络安全、

信息系统操作等业务培训，提高院内员工信息素

养，减小专业壁垒。

４４　培养科研创新能力

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科研创新水平普遍偏

低，承担科研课题的人员较少，调查的三级中医医

院中约１／５信息化人员发表学术论文，论文产出量

较少，质量不高。仅有１５家三级中医医院获批过

信息化相关专利、２４家获得过软件著作权。科研创

新能力的培养既是对医院信息化建设方案、实施优

化、技术实现等研究，也是对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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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和凝练，信息化人员常常忙于医院信息系统和硬

件维护、网络安全保障、数据处理分析等日常工

作，读文献、做科研的时间少，缺乏科研热情，医

院对信息化人员科研能力重视不够，仅作为技术支

撑部门，保障医院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即可。对此三

级中医医院要发挥在中医药领域的领头军作用，重

视培养信息化人员科研创新能力，关注 “互联网 ＋

医疗健康”、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研究动

态，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研究。医院科研部

门要带动信息管理部门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参与管

理、临床等课题研究，支持申报各级各类信息化科

研课题，及时转化医院信息化建设成功案例和成

果，鼓励撰写和发表高质量论文。

５　结语

三级中医医院是中医医疗服务的龙头单位，具

备信息化建设较好资源和优势。随着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推进、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中医医院信

息化建设也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信息管理部门

作为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执行者，需明确自身定位和

职责，强化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注重知识培训，

提升专业技能，营造环境促进科研创新，为智慧中

医医院建设发挥重要的基础支撑和人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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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数据集内部标识符

５　结语

中医药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化是一个严谨

的过程，数据量大、易出错，每个步骤都很关键，

但同时此类标准具有很强的规律性，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作为常用办公软件，功能强大，在数据处理上操作

便捷，将 ＥＸＣＥＬ应用于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

化工作中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出错率，为后续

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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