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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我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历程，分析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特点，提出发展展望，包
括创新便民惠民服务，推进中医医院 “一体化”共享服务；加强智慧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凸显中医药特色

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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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医院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主要执

行者，其信息化建设质量将影响中医药信息化事业

发展水平。我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始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目前正朝着智慧化、智能化方向建设与发

展，信息化成为提升中医医院现代化管理水平、中

医医疗服务能力和患者满意度的重要基础。本文对

我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分

析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特点，基于 “数字中国”与

“健康中国”大背景提出新时代中医医院智慧化、

智能化建设理念与举措，以期为实现信息化支撑的

中医医院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中医药健

康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起步与兴起

２１１　起步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先进的
计算机设备和技术不断被引进和采用，医疗卫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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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信息化建设起步，医院业务信息系统较少［１］，中

医药领域信息化主要是计算机在中医临床诊断、辨

证论治方面的应用，初步开发了中医临床诊断、专

家诊疗等单机系统。

２１２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加速　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国家重点攻关项目 “医院综合信息系统研究”

“军字一号工程”立项，开启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

热潮。以财务管理为主的医院管理系统在全国推广

应用［２］，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加速，传统手工业务

不断实现电子化，门诊收费、药品划价、住院患者

费用管理、工资管理、药库管理等小型管理软件被

开发和应用，医院信息化建设从单机独立应用、局

部联网逐步走向全院网络化。１９９３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组织编制全国统一的中医病案管理信息系统并

在全国地市级以上中医医院推广应用，逐步实现我

国中医医院统计、病案管理现代化。１９９７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依托湖北中医学院建立全国中医医院信

息管理中心，研发中医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２１３　中医医院走向全面信息化　２００３年 《中医

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规范 （试行）》发布，提出加

强与推进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规范中医医院信息

工作，这是中医医院走向全面信息化的重要标志。

各地中医医院开始将信息化建设作为方便患者就

诊、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主要手段，运用计算机、

网络、通讯等信息技术不断满足患者与医院管理需

求，建立和应用中医医院信息管理系统。２００５年国

家组织召开中医药信息化工作研讨会，研究探讨中

医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建设。２００７年３月首个中医药

信息化建设５年规划出台，重点提出建设中医电子

病历等中医医疗服务信息系统的主要任务［３］，为该

阶段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明确前进方向和具体要

求。

２２　新医改下以中医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不
断推进

２２１　把握发展机遇深化系统建设　２００９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将信息系统列为 “四梁八柱”之一，明确

提出加快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建设，以医院管理和电

子病历为重点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４］。部分中医医

院抓住新医改信息化建设契机开始不同程度地建立

和应用中医电子病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ＥＭＲ），医院信息化建设也逐渐从管理信息系统扩

展到中医电子病历、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ＣＳ）等临床信息系统应用。

２２２　中医电子病历系统逐步建设和推进　２００９

年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出台 《电子病

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２０１０年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出台 《中医电子病历基本规范 （试行）》［５］，推

进中医电子病历建设，规范中医电子病历临床使

用。之后陆续开展中医电子病历试点工作，举办中

医电子病历建设与应用培训，在全国推动以中医电

子病历为核心的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同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确定２０家全国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

位，引领、辐射和带动区域内中医医院信息化发

展。从申报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的８６家材料

来看，５８％的医院建立了电子病历系统。２０１１年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规范》和 《中医医院信

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被修订并发布，将中医电子

病历系统和医院信息集成平台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规

范。２０１２年国家拨付１７７６亿元专款加强５９２家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夯实

信息化基础设施，优化和完善系统功能模块，基本

建立满足中医医院业务需求的医院信息系统。 《中

医药信息化建设 “十二五”规划》对中医医院信息

化建设提出具体任务，要求推进以中医电子病历为

核心的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完善中医电子病历开发

应用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其在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

力、效率和质量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６］。２０１４年

第１届中国中医药信息大会数据显示全国８２２５％

的中医医院建立了医院信息系统，５３７％建立了中

医电子病历。

２３　全民健康背景下的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２３１　政策支持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指明方向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指出 “建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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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服务体系”，规范和推动 “互联网 ＋健康医

疗”服务，全面建立远程医疗应用体系，发展智慧

健康医疗便民惠民服务［７］。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对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提出要求、明确任务，如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 “建立以中医电子病历、电

子处方等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鼓励依托医疗机构

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

统，推动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

务”［８］；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年）》提出 “大力发展中医远程医疗、移动医疗、

智慧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探索互联网延伸医

嘱、电子处方等网络中医医疗服务应用”［９］。这些

政策为全民健康背景下应用信息技术提供中医药健

康服务、建设智慧中医医院指明发展方向。

２３２　中医医院建设迈向智慧化　随着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５Ｇ等信息技术广

泛应用于中医药领域，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

服务等规划与设计智慧中医医院等相关建设启动，

不断创新中医医疗服务模式、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大力建设中医医院信息集成平台，整合与共享医

院内部信息资源，探索建成智慧中药房和共享中

药房。２０１９年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数据显示，

９４０８％的中医医院建立门 （急）诊医生工作站，

９５３６％建立住院医生工作站，８２２３％建立中医

电子病历系统，４９２８％建成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研发应用中医辅助诊疗、中医体质辨识、名老中

医经验传承等具有中医药特点的信息系统［１０］。应

用大数据理念和知识工程技术方法，研究中医临

床数据结构化与知识关联方法学，积极开展数据

标准、知识表达、知识获取、知识编码、知识关

联等方面研究。将 “互联网 ＋”与中医医疗服务

深度融合，打通中医医疗诊前、诊间、诊后信息

化环节，培育催生便民惠民新模式、新应用，线

上线下交融互动，涌现了中医药服务平台、国医

堂 ＡＰＰ等。数据显示 ８６９８％的三级中医医院、

５２８１％的二级中医医院能够提供 “互联网 ＋医

疗”服务［１１］。

３　建设特点

３１　信息化支撑日益受到重视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实施网

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 “数字中国”，深化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出台的中医药发展意见、规划和行

动普遍将信息化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中医医

院信息化建设提出具体任务要求和建设举措。国家

层面出台的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中医

药信息化规划中，均单独列出中医医院信息化主要

任务。２０１９年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数据显示

９４３２％的医院专门设立信息化部门，９８６５％由院

级领导直接管理［１０］。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日益受到

重视，医院成立领导小组或建设委员会，将信息化

贯穿到医院管理和医疗业务中，研究制定信息化规

划和计划，设立信息化部门，建立专业人才队伍，

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医电子病历等业务应用

系统。

３２　信息化服务逐步多样化

业务需求是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原动

力，也是智慧中医医院、互联网中医院建设的重要

源泉。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从单机应用发展到 “互

联网＋中医医疗”新业态，服务内容从挂号收费、

药品划价、财务管理、药房药库管理、人事管理等

医院传统管理服务转变到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

站、临床实验室系统、医学影像系统、中药制剂管

理、中药煎药等医院临床医技服务，分时段预约挂

号、智能导医分诊、候诊在线提醒、检检验查结果

推送、移动支付、脱卡支付等便民惠民服务，以及

中医电子病历、医院信息集成平台、中医临床研究

分析系统、智慧中药房等互连互通与智慧化服务。

８６９８％的三级中医医院、５２８１％的二级中医医院

能够提供预约挂号、诊疗费用支付、检验检查结果

查询等便民 “互联网 ＋医疗”服务［１０］。例如浙江

在全省中医院开展 “看中医减少跑”活动，改善诊

疗信息采集、分析和传输方式，畅通中医医疗服务

的诊前、诊间、诊后环节，缩短患者在院看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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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减少跑动次数。

３３　中医药特色优势不断深化

中医医院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主要力量。在

计算机引入中医药领域之初最先应用于中医临床诊

断、辨证论治等凸显中医药特色方面，但由于硬件和

软件开发能力主要处于研究层面而未能深入应用。中

医医院信息化工作者不仅重视服务好医院管理与决

策，也注重遵循中医诊疗规律、体现辨证论治思

想［１２］，研究开发出中医临床科研一体化系统、中医

体质辨识系统、中医辅助诊疗系统、名老中医经验传

承系统等，２０１７％的三级中医医院应用中医辅助诊

疗系统、１５１８％应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系统［１０］，开

展中医临床大数据知识研究，推进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与中医药融合发展，探索发现中医临床诊

疗数据中的事实与规律。以自动化技术赋能中药

房，建设智慧和共享中药房，提供中药处方审方点

评、中药代煎配送、用药咨询指导等服务。

３４　信息标准逐步制定与应用

信息标准是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重

要基础，也是实现医院信息互连互通、数据交换

共享的关键。１９９５年发布的国家标准 《中医病证

分类与代码》得到广泛应用，为推进中医医疗服

务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

促进中医诊疗信息有效互连互通。２０１５年国家启

动实施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与制定项目，发布９４

项中医药信息团体标准。中医医院主动实施应用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国际疾病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ＣＤ），卫生信息交

换标准 （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７，ＨＬ７），医学数字影像和

通讯标准 ３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３０，ＤＩＣＯＭ ３０） 等 信 息 标 准。

８６７１％的中医医院应用 ＩＣＤ－１０，４３６６％应用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８１８２％建立统一的患者

主索引，５０％正在建立全院主数据标准［１０］，积极

参加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电子

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医疗健康与中医药

信息标准正在不断实施应用。

４　发展展望

４１　创新便民惠民服务，推进中医医院 “一体化”

共享服务

　　 《深入推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五个一”

服务行动》明确提出要推进 “一体化共享服务、一

码通融合服务、一站式结算服务、一网办政务服

务、一盘棋抗疫服务”［１３］，为中医医院创新线上服

务模式、便民惠民措施明确方向。中医医院应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５Ｇ等信息技术不断丰

富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应用场景，积极

开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建设［１４］，打通线上线下融合渠

道，简化看病就医服务流程，提供分时段挂号、检

查检验、治疗等候等预约服务，以及智能化就医引

导、候诊提醒、诊间支付、移动支付结算、检查检

验结果推送、健康咨询等，开展诊前、诊中、诊后

线上线下一体化无缝衔接的中医医疗服务。

４２　加强智慧中医医院内涵建设，凸显中医药特
色优势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

《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先后出

台，对医院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提出建设目标与实

施路径，为智慧中医医院建设提供依据。中医医院

要更好地落实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

措施》，应用信息技术研究分析中医药传承创新对

智慧中医院的建设要求，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总体规

划、整体设计、分步实施，构建以中医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医院信息平台，深入医院各部门、科室、临床专

业和层次中，完善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ＰＡＣＳ、

ＬＩＳ等临床医技业务系统，深挖电子病历中医药特

点，建立智慧中药房，研究开发和应用名老中医经

验传承、智能中医辅助诊断、中医临床路径、中医

临床知识库、中医临床数据挖掘等具有中医药特色

优势的信息系统，建立形成全流程医疗数据闭环，

实现院内信息高度共享和互联互通。积极参加电子

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测评，实现以评促建、促改、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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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中医医院要发挥县域龙头作用，牵头建立县域

中医医共体，以及县域中医医疗服务中心、共享中

药房，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一体化中医医疗、

同质化中药药学、规范化中医药管理服务［１５］。

４３　实施医院数据治理行动，创造中医临床数据
价值

　　中医医院应大力实施数据治理行动，组织临

床、医技、护理、药学等业务部门及管理、信息部

门等人员成立数据治理专项委员会，研究制定医院

数据治理管理制度，建设涵盖元数据、主数据、数

据质量管理的数据治理平台，构建数据质控指标体

系、数据质量检验和审核规则，实现医院数据一致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特别是患者主索引、主数据

平台建设［１６］。应用大数据理念和知识工程技术方

法，开展中医临床大数据知识行动，整合与利用医

院中医临床数据资源，在中医药信息标准基础上对

中医临床原始数据进行知识属性化重构和结构化、

数据化加工，开展中医临床知识关联分析，将中医

临床隐性知识显性化，建立数据化中医临床知识

库，绘制中医临床知识图谱，不断挖掘中医医院数

据价值，为实现中医医院智慧化及其治理体系与能

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４４　夯实信息化建设基础，健全信息化支撑体系

人才队伍是智慧中医医院建设的基本保障。中

医医院应积极引进和培养中医药信息化相关专业人

才，重视在岗人员信息素养培训［１７］，在临床科室建

立信息员制度，鼓励信息化人员学习中医药知识，

充分发挥信息部门人员专业优势，支持走出去学习

典型案例和好的做法，重视交流合作，对信息化建

设任务、实施路径等进行反复推敲论证。中医医院

应不断加强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主数据

等数据标准应用，安排专人梳理已发布的医疗健

康、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符合医院业务实际需求

的信息标准库，构建标准映射规则，使标准真正落

地实施。同时积极参与行业、地方和团体标准的制

修订工作，提升标准化支撑能力［１８］。严格执行网络

安全等级保护标准和制度，做好医院信息系统、电

子病历系统等核心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定级、测评和

整改，建设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应急处置体系，严

格管理患者信息、中医临床数据和生物样本库信息

等，重视患者信息和中医临床数据的使用安全，实

行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的分级分类管理，定期分析评

估和整改安全威胁和风险。

５　结语

中医药发展成为国家战略，迎来发展机遇。中

医医院应抓住健康中国、数字中国、中医药传承发

展等国家战略机遇，主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坚

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业务驱动，大力推进智慧

中医医院建设，深入做好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

慧管理，加强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内涵体现，创新便

民惠民服务模式，拓展和丰富服务内容，将信息化

作为重要支撑保障，满足公众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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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是促进信息交换和共享、实现信息互联

互通的基础［１４］，是中医药健康大数据、 “互联网

＋中医药”等深入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发展将对提高中医药服务

效能、推进中医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康中国”建设发挥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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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现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２０，１５（８）：１４－１６．

１５　肖勇，沈绍武，常凯，等县域医共体共享中药房信息

平台的建设现状 ［Ｊ］．中国药房，２０２１，３２（１１）：

１２８１－１２８６．

１６　傅昊阳，徐飞龙，范美玉论医院健康医疗大数据治理

及体系构建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９，４３

（３）：１－５．

１７　桑宇慧，肖勇，沈绍武，等我国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

人才队伍现状分析与思考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４２（２）：４３－４８．

１８　舒亚玲，沈绍武，肖勇，等我国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建

设现状及其思考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９

（７）：４６－４９，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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