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信息技术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实践探索

殷伟东　苏逸飞　管世俊　黄　钊　马　力

（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殷悦楚楚　　　　　　　　　　　　　　　　王　颖

（江苏省人民医院　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南京市急救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要〕　结合南京区域卫生信息化实践，阐述区域卫生信息化架构设计、建设路径、实施效果，分析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不断强化顶层设计、持续加强互通共享、进一步规范标准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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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慢性非传染病综合防控云平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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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按照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总体部
署，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强化区域卫生信息化

“４６３１２”顶层设计，推动区域医疗健康信息化互联
互通和智慧医疗信息便民惠民服务。２０１８年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
见》出台［１］，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协调推进统

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加快

建设基础资源信息数据库，健全基于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的分级诊疗信息系统，提高医院管理和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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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５Ｇ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新技术助推医院信息化和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

“新基建”为互联网医疗注入新动力，区域卫生信

息化建设凸显其重要性［２］。

２　区域卫生信息化架构设计

南京市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智慧医疗体系建

设，提出智慧医疗 “１２３４５６”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区域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努力提升全市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满足公众医疗健康需求。南京市卫生信

息化总体架构为：“１个框架”“２级平台”“３个体
系”“４个数据库” “５个统一” “６项业务应用”。
即在智慧南京建设１个框架下，整合市、区两级卫
生信息平台，制定信息标准、数据安全、智能服务

３个标准体系，构建全员人口信息库、电子病历资
源数据库、健康档案资源数据库、医学专业知识库

４个数据库，实现 “一卡通、一账通、一线通、一

程通、一键通”５项特色服务，形成公共卫生、医
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计划生育、综合管

理６项业务支持，见图１。

图１　南京市卫生信息化整体架构

３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实践

３１　概述

在智慧南京总体框架下，南京市全面实施智慧

医疗建设，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宣传引

导，各部门合力做好保障，相关各单位全力行动。

经过５年多的努力，区域卫生信息化水平全面提
升，形成南京市 “一卡通、一账通、一线通、一程

通、一键通”医疗卫生信息便民惠民利民５项特色
服务，智慧医疗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３２　 “五个一”工程夯实卫生信息化基础

南京市高度整合资源，依托市政务云建设医疗

卫生健康大数据中心，统一规划、实施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统一建设覆盖全市的卫生专网，使用南京

市市民卡作为全市医疗就诊卡，将 “医疗一账通”

作为对账结算平台，以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作为市民挂
号、咨询、投诉服务窗口，推进医疗服务智能自助

机、“健康南京”ＡＰＰ等应用［３］，实现全流程畅通、

各医院信息互通、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医疗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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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信息平台建设促进区域内外互联互通

南京市加强卫生信息标准化管理，建立统一平

台、统一数据库、统一服务门户，并确保平台和各

系统实现标准统一、互通共享。市平台通过各级平

台与标准化，实现省、市、区 （医院）３级平台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４－５］。建立南京市卫生健康综合

业务平台，覆盖全市分级诊疗、家庭医生、慢病管

理、远程医疗、妇幼健康、职业病管理等业务，实

现统一界面登录、统一账号和权限、统一数据采集

交换，并制定标准规范支持业务扩充和系统接入。

３４　区域业务统一提升公众健康服务能力

在全国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指导下，南京卫生１２３２０
实现从公共卫生公益电话到卫生热线再向公众健康服

务平台的转变［６］。通过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１２３２０卫生
网站、１２３２０微信公众号、健康南京微信公众号、健
康南京ＡＰＰ、我的南京ＡＰＰ等，统一预约挂号号源
池、服务电话、支付结算、健康档案查询、智能提

醒、家庭医生分级诊疗服务、互联网医院接入等，

向全市提供统一的智慧化公众健康服务，实现院内

院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医疗服务［７］。

３５　数据治理推动医疗健康务实应用

２０２０年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全市医疗卫
生数据质量专项提升行动，对１２个区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４４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强制性数据治理。以
提高数据规范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关联

性、实用性６个方面为目标，建立常态化数据治理
工作机制，与各单位定期交流、数据分析、共同探

讨，形成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反馈给各单位要求

限期整改［８］。同时实行常态化治理、成效 “回头

看”，并全面实施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工作，推进

软件正版化部署，降低安全风险。

３６　多方考核评价引导智慧医疗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互联互通标准化、电子病

历标准化、智慧服务体系标准化对推动区域医疗协

同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９－１０］。南京市卫生信息化考

核指标体系不断优化，除互联互通测评、电子病历

应用评级两项指标外，重点关注全市智慧医疗平台

数据采集、区域性业务系统对接、信息便民惠民服

务相关内容，机房和网络建设、信息安全、工作获

得荣誉等列入评分项，信息化考核评分纳入综合医

改考核总评分。同时改变考核方式，抽调三甲医

院、各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科大学和都市圈其他

城市的专家组成考核组，统一评分标准、集中培

训、全面评估，并奖励获得年度考核第１名的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

４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成效

４１　概述

顶层设计、标准统一、属地化管理、互联互通协

作机制、良性互动生态是做好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的

基础和关键。通过全市上下坚持不懈的拼搏努力，南

京市智慧医疗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南京市

智慧医疗强化区域一体化推进，在各级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和互联互通、科技创新、区域协同、都市圈协

作、学术研究等方面形成南京的特色亮点［１１］。

４２　全面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南京市引导、激励各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各二

级以上医院参加国家级测评，以评促学、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用。南京市获得国家医疗健

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５级乙等，南京
鼓楼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和江

宁区、溧水区获得５级乙等，另有７个区、１１家医
院获４级甲等。南京鼓楼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等
７家医院达到国家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分级评价
５级水平，２２家医院达４级水平。７５０多万份居民
健康档案、２亿多份医学检验检查结果报告可供市
民自助查询。目前全市标准化采集可利用医疗卫生

数据１２０多亿条，１２个区、２３家医院实现医疗数据
向市平台的实时上传和展现。居民健康档案浏览、

智能提醒等服务已在各区及１６家医院医生工作站
部署，累计调阅１１００多万次。

４３　全面开展区域业务协同服务

院府合作、医联体、远程医疗、互联网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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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疗协同服务广泛开展［１２］。都市圈预约挂号平

台、都市圈医检报告共享系统、远程会诊、影像诊

断、心电监测、临检诊断、病理诊断系统已建成，

接入北京、新疆、西藏、重庆、陕西等省、市及南

京都市圈城市２００多家医疗机构。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
业务量、服务量位居全国首位，公众健康服务平台

用户数超过５８０万，多平台开放预约挂号、家庭医
生签约、双向转诊和查询就医记录、医疗消费、检

查报告、健康档案等服务，基本实现 “信息多跑

路、百姓少迈腿”的目标。家庭医生分级诊疗系统

覆盖全市１２个区及 １３６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９
家二级以上医院提前向家庭医生开放两周号源，４
家医院开放检验检查资源，８家医院开放虚拟病床
资源。慢病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医疗卫生大数据

分析决策、卫生监督、采供血管理等区域性业务系

统不断完善［１３］。按照时间、空间、业务域、管理

域、服务域等进行多角度、可视化的展现，为政府

及各部门、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及市

民、第３方机构提供大数据支撑［１４］。

４４　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

５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
应用必将引领智慧医疗建设和发展。南京市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在智慧医疗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创

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模

式、创新业态，在卫生健康大数据、区域慢病协同

管理、影像人工智能、公众健康服务等方面获得多

项国家级、省级课题、项目，有力地支撑南京市智

慧医疗建设。南京都市圈卫生信息化学术会议、

“南北京”学术论坛、“京沪宁”３地青年学术交流
等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５Ｇ、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应用普遍开展，“医疗一账通” “ＡＩ远程心
电”等一批科技创新项目屡屡在全国获奖，南京市

卫生信息中心还成功申办多项国家级、省级继续教

育项目。

５　存在的问题分析

５１　区域卫生信息化推动力度不足

南京市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在顶层设计、数据利用、配

套保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和短

板［１５－１６］。国家、省、市各级平台越往上 （高层）

以规划、宏观管理为主，而越往下 （基层）则更应

注重应用与服务。智慧医疗建设是系统工程，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无法调动各部门资源，需要市政府强

力推动。智慧公共卫生信息化相对滞后，与智慧医

疗未实现一体化。在推动医疗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促进卫生健康数据开发应用转化、产业化发展等方

面的政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５２　医疗卫生数据互通共享水平不高

统筹规划、属地化管理是医疗卫生大数据在一

定区域内实现互通共享的基础和关键。国家互联互

通测评还有３个区未达４级，影响全市互联互通整
体水平。不同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发展不充分、不

平衡的现象仍存在，“孤岛效应”“烟囱效应”仍未

根本消除，导致数据采集不全、不规范、无法高效

利用。

５３　标准规范落地应用不到位

标准化是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和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部分区和医疗机构执行国家、省、

市标准不到位，信息平台和系统之间数据不一致，

数据质量不高，关联性不好，及时性差，在互联互

通、信息共享、市民查询服务方面存在问题，信息

安全与患者隐私保护仍有很多隐患。

５５　卫生信息化配套政策不完善

区域卫生信息化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出台相关

配套政策，在编制设置、人才培养、职称晋升等方

面进一步加强。“互联网 ＋”医疗服务项目不支持
门诊特殊病种和门诊慢性病报销，互联网医疗、远

程医疗物价政策支持不够，医保脱卡支付功能未全

面开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仍需提升。

６　对策与建议

６１　不断强化顶层设计

建立区域性卫生信息化建设规划、年度计划、

·８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０



考核细则。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市级平台为基础，

县 （区、市）不再单独建设县区级卫生信息平台。

加快启动建设基于智慧医疗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

６２　持续加强互通共享

实现国家、省、市信息平台间互联互通、数据

共享，全面开放居民健康档案查询。督促各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各医疗机构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数据质

量，与市平台实现高度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医

生工作站全面对接区域性预约挂号、远程医疗、分

级诊疗、医学查询、智能提醒等功能。

６３　进一步规范标准体系

全面推动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化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电子病历系统功能水平测评、医院智慧服务分

级评价，努力提高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评

价排名。通过考核、评价、评估及综合排行榜，激

励先进，推动后进，共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标

准化不是简单地、绝对地应用同一个系统，多样性

是必然存在的。

６４　及时配套各项鼓励政策

着力解决医保移动支付、医养融合发展、互联网

医院服务、医学检查同城互认等问题。出台区域卫生

信息化资金投入政策文件，保障各级卫生信息中心编

制、经费，加强卫生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在职称晋

升、薪酬待遇、科学研究、人文关怀等方面给予支

持，多措并举调动医疗卫生信息化人员积极性。

７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健康中国”

战略意义更加重要。面对新时代、新起点、新任

务，智慧医疗体系建设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区域

卫生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一定区域内医疗

健康资源的优化利用、医疗服务流程的再造和效

果、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和服务水平、政府和行业主

管部门宏观管理的能力、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体验

感和满意度。各级政府应从 “健康中国”战略、重

大民生工程的高度，不断提高对智慧医疗建设与发

展的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要求、整体

推进，加强区域医疗协同，推动区域卫生信息化互

联互通、高度共享并向高、深、精、尖方向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卫生健康管理和服务

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医疗健康服务的获得感、

幸福感。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８〕２６号） ［ＥＢ／
ＯＬ］．［２０２１－０４－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６６４５ｈｔｍ．

２　郭丹，李万国建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Ｊ］．江苏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５，２６（１）：１２４－１２６．

３　殷伟东，黄钊，郭凌，等区域自助医疗云服务平台的研
究与实践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２－４．

４　朱月兰基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Ｊ］．中
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１）：７３－７５．

５　滕建荣，戚英，何炜地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思考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１，８（５）：８１－８３．

６　殷伟东，管世俊，王颖，等区域公众健康服务平台的
惠民应用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２０，１７
（２）：１５４－１５７．

７　管世俊，殷伟东，黄钊，等基于大数据共享的区域健
康服务平台研究 ［Ｊ］．医疗卫生装备，２０１８，３９（１）：
３３－３６．

８　孔斌，蔡佳慧，宗文红数据质量控制在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２０１４，１１（２）：１６９－１７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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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舒婷，李红霞，徐帆２０１８年度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
级评价研究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９，１４（１１）：６－９．

１１　黄钊，殷伟东，苏逸飞，等南京市卫生信息平台的建设
与思考 ［Ｊ］．医疗卫生装备，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７０－７３．

１２　殷伟东，管世俊，黄钊，等区域医疗协同发展相关研
究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２１，１６（１２）：１－４．

１３　苏逸飞，王颖，殷伟东，等基于大数据的区域慢病综
合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应用实践 ［Ｊ］．网络空间安全，
２０２０，１１（１）：１６－２１．

１４　王佐卿，王树山，邱洪斌，等新医改模式下区域卫生信息
化建设的探讨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０（１１）：４７－４８．

１５　谢桦，谢维上海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设计与实践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３，９（５）：１１－１３．

１６　陈运奇，赵军平，薛万国对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
的思考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９）：７－１１．

·９５·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