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建设与应用

裘君娜　孔长虹　徐烨彪　王翠娥　金立明　罗建根　胡　伟

（浙江省血液中心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２）

〔摘要〕　介绍无偿献血证应用现状，详细阐述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建设情况，包括建设基础、功能框架、
架构设计、开发测试，分析其应用的初步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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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无偿献血证对推动我国无偿献血工作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推进 “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开展，

提升无偿献血服务水平，无偿献血证开始向电子化

转变，出现电子凭证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第六条规定：对献血者，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为贯彻落实 《献血法》，

１９９８年原卫生部设计、制作了第１代无偿献血证，
由血站工作人员手工填写献血记录，但存在字迹不

清、错别字等问题。２０１６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推出
新版无偿献血证［１］，要求打印献血记录，虽然解决

了手写导致的部分问题，但仍以纸质形式呈现，存

在携带不方便、易破损、易丢失、以往献血记录难

以查验、缺乏有效防伪措施等问题，同时无偿献血

证的打印、发放易受网络和设备及系统故障影响。

为进一步解决纸质献血凭证带来的问题，国家卫健

委于２０１９年在上海、江苏、浙江、广州和深圳开
展无偿献血证电子化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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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设计与实现

２１　建设基础

２０１８年国家卫健委开始组织建设全国血液管理
信息系统。该系统采用数据集中共享模式，支持各

省级血液平台或各血站业务系统以Ｗｅｂ应用程序接
口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协议进
行对接，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同时采用 ＶＰＮ＋
ＨＴＴＰＳ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安全性。系统已于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正式运行，汇聚了全国４５２家血站的血液采
集、库存、调配、检测以及献血者信息等数据，其

中全国献血者和献血信息的汇聚为国家推出电子献

血证奠定坚实基础。

２２　功能框架

电子献血证初期主要包括无偿献血证电子化和

献血者历史献血信息查询两项功能。一是献血证电

子化。献血者可查询和展示每次献血的电子凭证，

电子凭证样式和功能性质与纸质凭证一致。二是献

血者历史献血信息查询。献血者可以按时间或献血

地区查询本人在全国各地所有历史献血记录，包括

献血总量、献血次数、ＡＢＯ血型、献血机构、献血
日期、献血地点、献血类型、献血量等。

２３　架构设计 （图１）

图１　电子献血证架构设计

２３１　数据层　所读取数据存放在该层，由多个
数据库组成。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整合所有采供

血机构的献血和血液相关数据，同时根据 “证件类

型＋证件号码＋姓名＋血型”格式对重复献血者信
息进行归并，形成电子献血证数据库，查询数据均

来自于该数据库，实现全国数据统一。

２３２　服务层　该层主要进行数据库的操作以及
对具体问题进行逻辑判断与执行操作，由数据同步

服务和数据查询服务组成。一是数据同步服务。实

现对数据库进行操作，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每日

对献血证信息和献血者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后同步至

电子献血证数据库。二是数据查询服务。利用支付

宝、微信和百度已有用户实名认证体系，查询并匹

配献血者身份信息，实现用户实名登录，同时查询

数据库并返回查询结果，见图２。

图２　服务层信息交互流程

２３３　展示层　该层主要实现用户界面功能。目

前以国家卫健委网站以及支付宝、微信和百度小程

序为展示载体，便于献血者操作。

２４　开发与测试

２４１　概述　电子献血证建设于２０２０年 ３月启

动，历时两个多月研发完成。为确保系统的平稳运

行，研发完成后组织专业测评公司进行性能和安全

测试，组织献血者进行用户测试。

２４２　性能测试　通过自动化测试工具模拟多种

正常、峰值以及异常负载条件进行系统各项性能指

标测试，包括负载测试和压力测试。经测试得出以

下结果：允许同时访问人数取决于接口限制，接口

上限越高允许同时访问人数越多；反之则允许同时

访问的人数越少。目前系统可支持１分钟１万次的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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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　安全测试　从攻击者角度进行测试，发现

并识别出隐性存在的安全漏洞和风险点，便于开展

安全整改、完善安全策略、降低安全风险。测试发

现登录口令不规范、存在未授权访问页面、验证码

不刷新等漏洞。经整改在系统上线前均已修复，最

终安全风险等级为无风险。

２４４　用户测试　组织浙江地区共２００余名献血

者进行用户测试。测试情况总体良好，部分献血者

反映存在献血记录不完整、数据有误等问题。

３　成效与问题

３１　应用成效

电子献血证是推动全国献血信息共享、促进区

域协同、落实 “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有效措施。

在解决纸质献血证易丢失、污损等问题的同时极大

地方便了献血者，进一步提升献血服务水平［２］，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实现多渠道选择，根据献

血人群特点和献血者接收信息渠道的不同，提供支

付宝、微信、百度３个用户数最多的平台，以及国

家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的 “三平台一网站”渠道，

为献血者提供多平台献血服务。二是实现一键操

作，献血者在支付宝、微信和百度 ＡＰＰ通过简单的

一键点击操作就可自动完成身份信息认证、授权信

息查询、信息归集汇总查询等一系列操作。此外通

过支付宝小程序联通阿里巴巴 “公益 ３小时”平

台，把献血量转换为平台公益时，可提供芝麻信

用、免费保险、爱心体检等公益权益。２０２０年６月

１４日浙江杭州作为全国主会场举办世界献血者日活

动，电子献血证正式推出。其中国家卫健委官网站

查询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ｎｂｍｓｏｒｇｃｎ／；小程

序查询方式为：通过支付宝、微信或百度 ＡＰＰ，搜

索 “全国电子献血证”即可。截至２０２１年７月全

国已有２６５万余人通过支付宝小程序、２４２万余人

通过微信小程序访问了电子献血证。

３２　主要问题及对策

３２１　数据质量问题　电子献血证上线以来，献

血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献血记录不全或有误，

经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血站信息系统

中历史献血者档案和献血信息不完整、不正确；血

站信息系统上报给全国血液管理信息系统时存在未

及时上报或上报错误等问题。数据同步存在延时，

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系统数据库信息源于全国血液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而后者由全国各血站信息系

统上报生成，３个数据库同步存在１～２天延时。关

于历史数据以及数据上报的问题，建议相关血站开

发历史数据补充登记功能，同时通过优化硬件配置

或软件性能，进一步提高数据报送可靠性。关于数

据同步延时问题则需要考虑调整数据对接频次，提

高查询时效性，最好能实现实时更新、查询。

３２２　功能覆盖问题　２０１９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

发的 《关于开展无偿献血证电子化试点工作的通知》

提出，依托电子无偿献血证，为献血者提供献血记录

查询、健康知识教育、献血宣传招募、血站信息公

开、献血满意度评价等服务。探索将献血情况加入诚

信体系、开展网上申请临床用血费用报销等服务。目

前为献血者仅提供献血综合查询和电子献血证两项服

务，功能覆盖面尚待扩展。电子献血证的应用完善是

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系统升级改进涉及多部门、多

用户、多地域，较为复杂，涉及管理体制、运行机

制、业务规范等内容，需要有完善的组织架构，深

化电子献血证应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信息技术

方面，需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挖

掘更多数据应用，为献血者提供更丰富的 “掌上”

服务［３－５］，如全血献血点查询、献血宣传招募、满

意度评价、临床用血费用报销、健康知识教育等。

４　结语

随着血站信息化应用水平的逐步提高，全国大

部分血站已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与献血

服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开展 “互联网 ＋献血服

务”，推进多项针对献血者的便捷措施［６－８］。２０１９

年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浙江、上海等省市已上线

电子无偿献血证［９］，同时依托电子无偿献血证对改

进网上服务进行了探索。目前全国版电子献血证可

（下转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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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电子卡控方案，促使医生及时确认系统评估结

果和补充诊断，提高指南依从性。此外在系统实施

与运行过程中，可采取３个策略进行数据治理，为
系统应用提供高质数据：一是对数据采集所在医院

信息系统的技术框架和成熟程度进行调研，确定数

据治理具体技术；二是与系统研发团队合作，制定

数据质量标准，例如数据逻辑标准、病历文书结构

化标准等，利用目前市场上已有的数据治理工具对

数据进行自动化校验，从病历内容覆盖率、准确率

多维度提高数据质量；三是结合人工标注提升病历

数据后结构化精准度。通过形成智能应用与数据基

础的治理循环，相互发现问题、优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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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献血者在全国的献血记录，对推动全国献血数

据的整合与完善提供基础，为开展献血者全国表彰

申报、用血费用减免等全国性关爱政策创造有利条

件。未来将推进以电子献血证为载体，集众多功能

于一体的全国无偿献血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为献血

者带来更好的献血体验，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

血队伍中来。

参考文献

１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启用新版无偿献血证
的通知 ［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ｃ
ｇｏｖｃｎ／ｙｚｙｇｊ／ｓ７６５８／２０１６０４／ａ９３６０８６５ｄｆｅ２４０８６ａｄ０６ｂｅｅｂ２８ｂ１ａ
７７５ｓｈｔｍｌ．

２　胡伟无偿献血将迈入 “智慧互联”时代 ［Ｊ］．中国
卫生，２０２０（６）：６７－６８．

３　孟群，尹新，梁宸中国 “互联网 ＋健康医疗”现状
与发展综述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７，１４
（２）：１１０－１１８．

４　张学高，周恭伟，汤学军 电子健康卡的设计与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８，１５（３）：２３７－２４１．

５　杨洋，严晓明，邓晓晖基于云计算和服务化中台架构
的医院信息系统构建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２０１９，１６（６）：７４９－７５４．

６　孔长虹，徐烨彪，胡伟，等浙江血液云平台的建立与应
用 ［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８，３１（９）：１０７０－１０７２．

７　赵冬梅，朱永宝，李雅静，等“互联网 ＋无偿献血”
综合管理模式的建立与应用 ［Ｊ］．中国输血杂志，
２０１７，３０（９）：１０７３－１０７５．

８　李雅静，张颖萍，常缨，等献血服务平台搭建与应用
［Ｊ］．中国卫生质量管理，２０１５，２２（５）：８９－９１．

９　裘君娜，孔长虹，金立明，等浙江省电子无偿献血证
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Ｊ］．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２１，３４
（１）：８０－８２．

·３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