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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互联互通测评指标体系构成，阐述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测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测评指标体系、建立相关激励机制、建立中医药信息标准评估机制和评价

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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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 “中医

药信息标准适用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项目编号：ＧＺＹ－ＦＪＳ－２０２１－２２３）。

１　引言

制定中医药信息标准最根本的目的是解决中医

药信息化 “信息孤岛” “信息烟囱”等问题，促进

中医药信息系统之间互联互通，指导中医药信息化

建设。目前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共发布１２项国家标准、９４项团体标准，我国

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研制完成１８项国际标准化组

织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初步构建并形成了与卫生

信息标准相融合的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１］。其中既

包括中医药信息化名词术语、信息分类与代码等基

础类标准，也涵盖数据元值域代码、基本数据集等

数据类标准，功能规范等技术类标准及建设指南、

管理规范等管理类标准，涉及中医药电子政务、临

床医疗、临床药物、临床护技、医院管理和中医馆

（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中医诊疗区）等领域［２］。国家

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自２０１２年启动并开展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工作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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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测评），成为促进卫生健康信息标准应用

的有效手段［３］。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中医医院参与互

联互通测评现状，从不同层面分析中医医院信息互

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提出目前中医医院信息互联

互通标准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今后中医药信息标

准的应用提出相应措施和建议，以期推进中医药信

息化建设。

２　互联互通测评指标体系

互联互通测评以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

为对象，进行标准符合性测试以及互联互通实际应

用效果评价，以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与管理系统标准

化建设，达到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标准化互联互通和

信息共享的效果。互联互通测评依据 《ＷＳ４４５－
２０１４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ＷＳ／Ｔ５５０－２０１６电子
病历共享文档规范》等标准通过定量和定性方式开

展测评，建立多维度测评指标体系［４］，从数据资源

标准化建设情况、互联互通标准化建设情况、基础

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应用效果４个方面进行综合测
评，评定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结

果分为 ７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 １级、２级、３
级、４级乙等、４级甲等、５级乙等、５级甲等，见
表１。

表１　互联互通测评指标体系

序号 １级指标 ２级指标 分值

１ 数据资源标准化建设情况 １１数据集标准化情况 １５０

１２共享文档标准化情况 １５０

２ 互联互通标准化建设情况 ２１技术架构情况 １００

２２互联互通交互服务情况 ２５０

２３平台运行性能情况 ００

３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３１硬件基础设施情况 ６０

３２网络及网络安全情况 ５５

３３信息安全情况 ４１

３４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２４

４ 互联互通应用效果 ４１应用建设情况及利用情况 ７７

４２平台联通业务范围 ４３

３　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现状分析

３１　参与情况

３１１　参评医院总体情况　自２０１４年开展首批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以来，截至２０２０
年共开展７次互联互通测评工作，共有４６家中医医
院 （含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民族医院）参

与互联互通测评。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参与测评的中医医
院数量逐年增长。参与互联互通测评的医院共５７６
家，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参与测评的医院数量逐年快速增
长，２０２０年参与测评的医院数量相较２０１９年有所
降低，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对比

批次 年份
参评医院

数量 （家）

参评中医医院

数量 （家）

百分比

（％）

１ ２０１４ ４ １ ２５００

２ ２０１５ １０ ０ ０

３ ２０１６ １７ １ ５８８

４ ２０１７ ５０ ３ ６００

５ ２０１８ １０１ ５ ４９５

６ ２０１９ １６４ １１ ６７１

７ ２０２０ ２３０ ２５ １０８７

　总计 －　 ５７６ ４６ ７９９

　　注：中医医院包括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 （下同）。

３１２　参与度分析　从中医医院与全国医院参与
互联互通测评数量对比来看，参与测评的中医医院

数量占所有参与医院的７９９％，２０１４年参与测评中
医医院的比例最高，２０１５年参与测评中医医院的比
例最低，２０１８年以来参与测评中医医院占比逐年升
高，２０２０年参与测评中医医院比例为１０８７％。根
据 《２０２１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２０２０年
全国中医医院机构共５４８２家，全国各类医院机构
数量为３５３９４家，中医医院机构数量占全国医院机
构数量的１５４９％，相较中医医院机构数量在全国
医院机构数量的占比，中医医院参与互联互通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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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明显偏低。

３２　标准化成熟度

３２１　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通过５级

乙等互联互通测评的中医医院数量较少，占所有参

与测评中医医院数量的８７０％；通过４级甲等互联

互通测评的中医医院数量最多，占７６０９％，２０２０

年通过４级甲等测评的数量最多；通过４级乙等互

联互通测评的中医医院占１５２２％，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成熟度情况 （家）

批次 年份 ５级乙等 ４级甲等 ４级乙等 合计

１ ２０１４ ０ １ ０ １

２ ２０１５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０１６ ０ １ ０ １

４ ２０１７ ０ ３ ０ ３

５ ２０１８ ２ ３ ０ ５

６ ２０１９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７ ２０２０ ２ １６ ７ ２５

　总计 －　 ４ ３５ ７ ４６

　　注：２０１４年测评结果４级未分甲等、乙等，２０１４年测评结果按

４级甲等计数 （下同）。

３２２　医院互联互通测评　通过 ５级乙等互联

互通测评的医院数量占所有参与测评医院数量的

９２０％；通过４级甲等互联互通测评的医院数量

最多，占８０２１％；通过４级乙等测评的医院数量

占９３８％；通过 ３级测评的医院数量占 １２２％，

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医院互联互通测评成熟度情况 （家）

批次 年份 ５级乙等 ４级甲等 ４级乙等 ３级 合计

１ ２０１４ ０ ４ ０ ０ ４

２ ２０１５ ０ ５ ５ ０ １０

３ ２０１６ ０ １２ ３ ２ １７

４ ２０１７ ５ ４１ ３ １ ５０

５ ２０１８ １２ ８７ ０ ２ １０１

６ ２０１９ ６ １４８ １０ ０ １６４

７ ２０２０ ３０ １６５ ５４ ２ ２３０

　总计 －　 ５３ ４６２ ８７ ７ ５７６

３２３　中医医院与全国医院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对比　通过 ５级乙等测评中医医院的比例

（８７０％）低于全国通过５级乙等测评医院的比例

（９２０％），通过 ４级甲等测评中医医院的比例

（７６０９％）低于全国通过４级甲等测评医院的比例

（８０２１％），可见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

熟度总体偏低。

３３　区域分布情况

据统计参与互联互通测评的４６家中医医院分

布在１７个省份。其中浙江省参与测评的中医医院

数量最多。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共有８

个省份的中医医院参与测评，占全部参评中医医院

数量的７１７４％，且４家通过５级乙等测评的中医

医院均属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４个省

份的中医医院参与测评，均为６家，占全部参评中

医医院数量的１３０４％，中部地区通过４级甲等测

评的中医医院共５家，通过４级乙等测评的中医医

院１家；西部地区通过４级甲等测评的中医医院共

２家，通过４级乙等测评的中医医院４家；东北地

区共１家中医医院参与测评，测评结果为４级甲等，

见表５。

表５　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区域分布情况 （家）

区域 省份 ５级乙等 ４级甲等 ４级乙等 合计

东部 北京 １ ３ １ ５
福建 ０ １ ０ １
广东 １ ５ １ ７
河北 ０ ２ ０ ２
江苏 ０ ４ ０ ４
山东 ０ ２ ０ ２
上海 １ ３ ０ ４
浙江 １ ７ ０ ８
小计 ４ ２７ ２ ３３

中部 安徽 ０ ０ １ １
河南 ０ ２ ０ ２
湖北 ０ ２ ０ ２
江西 ０ １ ０ １
小计 ０ ５ １ ６

西部 广西 ０ １ ０ １
　内蒙古 ０ １ ２ ３
四川 ０ ０ １ １
重庆 ０ ０ １ １
小计 ０ ２ ４ ６

东北 吉林 ０ １ ０ １
总计 －　 ４ ３５ ７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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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级别情况

３４１　级别划分情况　参与互联互通测评的４６家
中医医院中，４４家均为三级中医医院，其中４２家
为三级甲等，占比９１３０％ （４家测评结果为５级
乙等，３４家为４级甲等，４家为４级乙等）；２家为
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１家测评结果为 ４级甲等，１
家为４级乙等），２家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 （测评结

果均为４级乙等），没有二级乙等中医医院参与测
评，见表６。

表６　不同级别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结果 （家）

中医医院级别 ５级乙等 ４级甲等 ４级乙等 合计

三级甲等 ４ ３４ ４ ４２

三级乙等 ０ １ １ ２

二级甲等 ０ ０ ２ ２

总计　　 ４ ３４ ４ ４６

３４２　测评参与度情况　参与测评的中医医院绝
大多数为三级甲等，参与测评的三级乙等和二级中

医医院数量较少，表明三级乙等和二级中医医院互

联互通测评参与度较低。

３４３　测评成熟度　４家通过５级乙等测评的中
医医院均为三级甲等，仅有１家三级乙等中医医院
测评结果为４级甲等，且２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测
评结果均为４级乙等，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较高
级别的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成熟度相对较高。有

４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测评结果为４级乙等，可见
个别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成熟度仍有待

提高。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概述

互联互通测评是一种评价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

的测评体系，主要是评价医院数据资源标准化建设

情况，侧重医院电子病历相关数据标准的符合性测

评［５］。互联互通测评为医院信息化建设中数据相关

工作给出方向指导，提出具体评价要求，对于医院

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６］。经研

究发现中医医院参与互联互通测评目前仍存在一些

问题。

４２　问题

４２１　测评指标体系［７］　互联互通测评是主要采

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等一系列卫生健康信息行业标准而建立的测评指标

体系，对全国医院来说具有普适性，中医医院也遵

循该指标体系参与测评。但是测评指标中纳入中医

医院特色指标相对较少，目前尚未采纳中医药领域

发布的相关信息标准对中医医院开展针对性的测

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互联互通测评不能全

面、完整地反映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实际

水平。

４２２　测评参与情况　虽然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参与测

评中医医院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相较于全国

医院参与测评的数量，中医医院数量相对较少，且

参与测评的中医医院级别大多数为三级甲等，仅有

个别三级乙等和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参与。中医医院

参与测评数量的增长相对缓慢，且相较中医医院机

构在全国各类医院机构数量的占比，参与测评的中

医医院比例偏低，尤其是三级乙等和二级中医医院

参与度较低。

４２３　标准化成熟度　通过５级乙等测评的中医

医院数量较少，大多数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成熟

度为４级甲等，且通过５级乙等和４级甲等测评中

医医院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医院整体水平，４家通过

５级乙等测评的均为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但也存在

４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测评结果不如三级乙等医院

的现象。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总体

水平有待提高，较高级别的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

成熟度相对较高，但个别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成熟度

仍偏低。

４２４　测评区域分布　部分省份中医医院参与互

联互通测评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全国仍有将近一半

省份的中医医院未参与测评，超过２０％省份的中医

医院仅有１家参与测评。不同区域中医医院互联互

通测评参与度和成熟度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

参与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且东部地区标准化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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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优于其他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中医医院参与

互联互通测评的数量相同，但中部地区中医医院互

联互通成熟度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医医院互

联互通测评参与度不高。

４３　建议

４３１　进一步完善互联互通测评指标体系　对现
有互联互通测评指标内容进行梳理和细化，采纳相

关中医药信息标准，充分考虑中医电子病历特色及

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实际业务流程［８］，纳入中医医院

信息化特色指标对中医医院开展测评，更全面、完

整、客观地体现中医医院信息化水平。

４３２　建立相关激励机制　提高中医医院互联互
通测评参与度和成熟度。中医医院互联互通测评参

与度和成熟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中医医院信息

化、标准化建设总体水平，国家和省级相关管理部

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建立相关考核、评估等激励机

制，针对互联互通测评参与度和成熟度不高的地区

和省份实施督导，重点督促指导三级乙等和二级中

医医院积极参与互联互通测评，缩小不同地区中医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差距，促进医院内部、医院与医

院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信息互联互通，提高不同

级别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成熟度，提升中医医院

信息互联互通整体水平。

４３３　建立中医药信息标准评估机制和评价体系
　近年来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订工作取得较大成效，
发布了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信息技术标准、信息管

理标准等各类信息标准，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逐步健

全。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实施、应用才能真正体现其

实用价值。推进标准落地应用是今后中医药信息标准

化重点工作，中医药信息领域应根据中医医院信息化

发展实际需求，建立能体现中医药信息化特色的标

准评估机制和评价体系，促进相关标准更好落地应

用和推广实施，推进中医医院信息互联互通和共

享，促使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更好地提高中医药信息化整体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１　胡铁骊，周博翔，欧阳荣构建中医药信息化工作管理

体系的研究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８，１５

（３）：２６２－２６５．

２　张艺然，李强，朱佳卿，等基于ＳＷＯＴ分析的中医药

信息标准化发展战略与思考 ［Ｊ］．中国医药导报，

２０２０，１７（１７）：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７．

３　孟群，李岳峰，董方杰，等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法与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

志，２０１７，１４（６）：７５８－７６４．

４　胡建平，李岳峰，董方杰，等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测评方法与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

志，２０１７，１４（６）：７６５－７７０．

５　郑涛，范晨皓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在医院信息

化建设中的作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８，

１５（５）：５８８－５９１，６０６．

６　徐新两种测评体系中数据评价常见问题及对策 ［Ｊ］．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２０，１７（２）：１５８－１６２．

７　陈卉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工作实践及

成效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９，１４（９）：１０－１２．

８　李婧，张红，刘昊，等基于互联互通五级测评的闭环

管理示踪系统建设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２０２１，１８（３）：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３７５－３８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

阅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

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

学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７１·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