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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通过对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体系的介绍，帮助医院深入理解标准并落地实
施。方法／过程 从评价标准的总体情况、评审方法、评审指标等方面对标准体系 （包括电子病历系统应用

水平分级评价、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进行解读。结果／结论 评价标准是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指挥棒”，深入理解标准是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

的前提，医院应合理选择参与评价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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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医疗改革的重要推手，目前

医院信息化强调智慧化、全流程管理和数据共享，

引领医院创新发展，开展医院信息化评价已成为助

力现代医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旨在介绍

中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体系发展历程以及现

状，并从总体情况、评审方法、评审指标３方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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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评价体系中各类标准，促进标准高质量落地

实施，从而更好地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助力健康

中国建设。

２　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体系发展历程

中国医院信息化发展可追溯到 １９７３年日坛医
院 （１９８３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
究所）建立计算机室［１］，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开启了

医院信息化建设篇章。２００３年后各类医院业务系统
快速发展；２００９年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意见》发布后开始建设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

息系统。随着医院信息化发展的日臻完善，逐步形

成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用”的建设方

针，在不同发展时期出台的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

准发挥 “指挥棒”作用［２］，促进医院整体信息化水

平的提升。

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始于 ２０１１年发布的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及标准

（试行）》 （后于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发布新版本），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分别发布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区

域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

和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这

３类标准及其不同版本出现的时间均与卫生信息化
发展大背景密切相关［３－９］，见表１。

表１　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发布情况

发布时间 （年） 文号 文件名称 阶段性重点／关键词

２０１１ 卫办医政发 〔２０１１〕１３７号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

级评价方法及标准 （试行）》

中国首项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以电子病历为核心

２０１７ 国卫统信中心函 〔２０１７〕３２号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区域 （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测评方案 （２０１７年版）》

评价医院信息平台的标准符合性及互联互通效果；

从测评依据、内容、方法、管理、流程和指标体系

等各个方面说明

２０１８ 国卫办规划发 〔２０１８〕４号 《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

范 （试行）》

总结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系统，为医院信息化建

设提供方向和指南

２０１８ 国卫办医发 〔２０１８〕２０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以电子病历为

核心的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工

作的通知》

明确到２０２０年，三级医院要达到电子病历应用水平

分级评价４级以上；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测评４级

２０１８ 国卫办医函 〔２０１８〕１０７９号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

价管理办法 （试行）及评价标

准 （试行）》

发布配套管理办法；标准细则更加具体，应用范围

扩大至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新增考察维度 （数据质

量），新增信息利用的考察项目

２０１９ 国卫办医函 〔２０１９〕２３６号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

系 （试行）》

强调问题需求导向，从功能智慧化与患者感受两方

面开展评估；引导医院建设功能实用、信息共享、

服务智能的信息系统

２０２０ 国卫统信便函 〔２０２０〕３０号 《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

度测评方案 （２０２０年版）》

较２０１７年版本，建立了定量测试和定性评价，修订

了测评流程，补充完善了测评指标，提升了测评方

案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２０２１ 国卫医研函 〔２０２１〕７号 《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

价工作规程和专家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工作

２０２１ 国卫办医函 〔２０２１〕８６号 《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

系 （试行）》

明确医院智慧管理各级别实现的功能；建立医院智

慧管理改进体系；完善 “三位一体”智慧医院建设

的顶层设计

·４３·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０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０



３　各类标准特点分析

目前，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主要围绕医疗

活动形成了面向医师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

评价 （以下简称电子病历分级评价）、面向患者的

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以下简称智慧服

务评估）、面向管理者的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

准体系 （以下简称智慧管理评估）以及面向患者健

康信息医疗机构内部和跨医疗机构共享的医院信息

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方案 （以下简称互联互

通测评），见图１。

３１　评价侧重点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侧重于考察医疗全过程各环节

是否有对应的信息化手段支持医疗信息的记录和处

理，以及信息的应用情况。智慧服务评估侧重于患

者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和系统支持，０～５级由低
到高循序渐进地实现医疗服务的智慧化和个性化。

智慧管理评估侧重于医院管理精细化和智能化，指

导医疗机构科学、规范开展智慧医院建设。互联互

通测评侧重于考察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化水平，

评测医院各信息系统 （平台）是否符合已发布的各

项标准，见表２。

图１　中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体系

表２　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总体情况

信息化评价标准 评价对象 评价内容 评级级别 评价指标数量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年版）

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系统 ９个级别

（０～８级）

１０类、３９项

智慧服务评估 二级及以上医院 医院信息化为患者提供智慧服务的功能和患者感

受到的效果

６个级别

（０～５级）

５类、１７项

智慧管理评估 暂未要求 针对医院管理的核心内容，从智慧管理的功能和

效果两方面进行评估

６个级别

（０～５级）

１０类、３３项

互联互通测评

（２０２０年版）

医院信息化项目 以电子病历和医院信息平台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

项目，标准符合性测试及互联互通实际应用效果

７个级别

（１、２、３、４甲、４乙、

５甲、５乙级）

４大类、１１小类、

２３７项

３２　评价方法

单个标准纵向看，在评价方法方面，电子病历

分级评价２０１８年版与２０１１年版均采用了 “定量评

分、整体分级”方法；在评价维度方面，２０１８年版
在２０１１年版考察电子病历 ３个维度 （系统功能、

有效应用范围、应用基础环境）基础上，增加了数

据质量维度，重点考察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整

合性和及时性。互联互通测评２０２０年版与２０１７年
版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审方法，但在实际

评审流程中，２０２０年版在分级管理中去除第三方检
测机构，强调国家管理机构对测评工作的直接管

理，将评审专家分成定量、定性专家组，分别参与

不同评审阶段。横向对比３类标准，在评审方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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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均采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具体评价方法， 见表３。

表３　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评价方法对比

评价标准 定量评价 定性评价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年版）

１０类３９项局部应用情况：系统功能、有

效应用范围、数据质量

根据局部功能评价的３９个项目评价结果汇总产生整体电子病历应用

水平评价：总分、基本项、选择项

智慧服务评估 ５类１７项局部应用情况：系统功能、有

效应用范围

根据局部功能评价的１７个项目评价结果汇总产生整体智慧服务分级

水平：总分、基本项、选择项

智慧管理评估 １０类３３项局部应用情况：系统功能、有

效应用范围

根据局部功能评价的３３个项目评价结果汇总产生整体智慧服务分级

水平：总分、基本项、选择项

互联互通测评 （２０２０

年版）

标准符合性测试 （定量测试专家 ＋测试

环境）：数据集、共享文档、交互能力

应用效果评价 （定性评价专家＋文审、现场查验）：技术架构、基础

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应用效果

３３　评价指标

单个标准纵向分析，电子病历分级评价２０１８年
版在２０１１版年９类角色３７项评价项目基础上扩展为
１０类角色３９项评价项目，新增 “信息利用”角色，

包含 “临床数据整合”“医疗质量控制”“知识获取

及管理”评价项目；删除 “病房医师”角色中的

“病房医疗知识库”和 “门诊医师”角色中的 “门诊

医疗知识库”；增加 “病历管理”角色中的 “电子病

历文档应用”。互联互通测评２０２０年版与２０１７年版
相比，变化主要体现在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互联

互通应用效果”评价指标内容及分值方面，指标内

容突显出与时俱进、更高要求的特点，如 “基础设

施建设”中出现 “云”，提出云端部署／存储／备份
的要求，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更加丰富多样，在面向

患者的自助／线上服务、面向医疗的闭环管理和质
量安全监测、面向科研的大数据决策分析等方面提

出更高要求；分值方面在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互联互通应用效果”分别增、减了３分，其中分
值变化最大的是 “信息安全情况”，增加了２１分。

横向对比３类标准，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
年版）和智慧服务评估的评价指标存在一定重复，

见表４。前者中的 “医疗质量控制”与后者中的

“服务监督”均是评估对上报上级单位各类报表的

生成，前者侧重于医疗监管和公共卫生管理，后者

侧重于医疗质量和运营管理。

表４　智慧服务评估和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年版）指标重复情况

智慧服务评估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年版） 二者重复的内容

诊疗预约 ０１０２病房检验申请、０１０４病房检查申请、０３０２门诊检验申请、

０３０４门诊检查申请、０４０１申请与预约、０６０２手术预约与登记

检查、检验、治疗、手术等能支持统一预约，预约

信息全院共享，并根据预约情况合理安排

转诊服务 ０１０２病房检验申请、０１０４病房检查申请、０３０２门诊检验申请、

０３０４门诊检查申请

根据患者医疗机构内外的检查、检验结果及健康信

息提出处理建议

０９０１病历数据存储 获取并在院内直接存储患者在院外机构产生的资料

信息推送 ０４０１申请与预约、０５０１标本处理 可为患者推送检查预约的时间和注意事项，标本采

集时间、注意事项

０４０３检查报告、０４０４检查图像、０８０２电子病历文档应用 患者可查看本人的病历资料 （包括检查的图像），

且互联网存储资料进行隐私保护

０６０２手术预约与登记 能实现对手术全过程状态信息在院内的显示，但不

能实现此状态信息供患者移动端获取

药品调剂与配送 ０１０１病房医嘱处理、０２０２医嘱执行、０３０１处方书写、０７０３

门诊药品调剂、０７０４病房药品配置

能使用信息系统完成处方的确认和核对，并对院内

各科室处方数据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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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智慧服务评估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 （２０１８年版） 二者重复的内容

健康宣教 ０４０１申请与预约、０５０１标本处理 患者及家属查看检查和检验预约后的就诊注意事项

０２０１患者管理与评估、０２０３护理记录 能根据患者既往病历资料提供评估参考，但能自动

完成主要为护理方面的评估

安全管理 ０８０２电子病历文档应用、０９０２电子认证与签名、０９０３基础设

施与安全管理

服务器有防病毒能力、部署在独立的安全域，患者

信息访问有授权机制、使用有记录可追溯，数据加

密安全传输，以及完备的管理制度等

４　讨论及建议

４１　评价标准是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指挥棒”

评价标准为各医疗机构提供了信息化建设指

南，是推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指挥棒”，引导信

息系统朝着功能实用、信息共享、智能化等方向发

展，使之成为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及医疗质量、促进

医疗业务创新发展的有力工具。医疗机构应转变参

评初衷，在解决临床需求过程中，对照标准的具体

要求整体提升，使医院信息化水平上一个台阶。医

院在新建或改造信息平台和业务系统时，应尽量参

照国家标准、少走弯路，将信息系统建设得更规

范、更完善。

４２　深入理解标准是促进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前提

医院在进行评级准备时，应认真分析与深入研

读标准，准确掌握标准内容、考核点以及评价方

法，深入掌握医院内部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应用情

况，了解标准的整体要求，以便更加准确地设定目

标、投入资源。信息部门、医务部门应该熟知考察

要求，基于医院信息系统现状，在供应商的辅助

下，从推动应用、流程改造、智能决策、数据准备

等方面完善信息系统，确保医院信息系统功能与应

用情况符合标准要求。

随着医院的发展、信息化建设评价标准及体

系的不断更新，建设工作难度和复杂性不断增

大，但并不意味着建设成本会一味增加，应从预

期效果出发考虑，信息化建设应该达到什么水

平，信息化资金投入应该达到多少。对于信息化

水平较高、基础较好的医院，评级过程相对容

易。但是，对于大多数医院，应重点考虑 “性价

比”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医院信息化的实际需

求，满足各业务科室、管理部门的需要；另一方

面，也要考虑各评价标准之间重复的考核点，避

免重复建设。

４３　医院合理选择参与评价优先顺序

《三级医院评审标准 （２０２０年版）》将通过电
子病历分级评价４级作为三级医院评审的前置条
件，三级医院和预申报三级医院的二级医院应将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作为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优先

通过电子病历分级评价４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将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智慧服务评

估纳入智慧医院建设指标中。医院应坚持以服务

患者和临床为中心，对标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智

慧服务评估、智慧管理评估、互联互通测评等标

准要求，选择适合医院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对应等

级，深入分析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剖析存在的

主要问题，综合考虑医院信息化、一体化建设。

建议优先选择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或互联互通测评，

再开展智慧服务评估、智慧管理评估，系统推进

智慧医院建设。

５　结语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智慧服务评估、智慧管理

评估、互联互通测评组成了中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评

价标准体系。其在发展中不断地更新、完善，已成

为 “互联网＋医疗”深入融合发展、医疗机构信息
化建设的指南针，为医院信息化飞速发展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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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医院只有读懂标准、理解标准，才能更好地发

挥标准 “指挥棒”作用，促进医院信息化高质量发

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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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ｒｅ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４（１）：

１－１１．

３７　ＣＨＥＮＨ，ＨＡＩＬＥＹＤ，ＷＡＮＧＮ，ｅｔａｌ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４，１１（５）：５１７０－５２０７．

３８　ＦＡＲＺＡＮＤＩＰＯＵＲＭ，ＫＡＲＡＭＩＭ，ＡＲＢＡＢＩＭ，ｅ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９，

３２（１）：１０８－１１９．

３９　?ＬＶＡＲＥＺＳＲ，ＢＥＲＩＳＴＡＩＮＩＡ，ＥＰＥＬＤＥＵＧ，ｅｔａｌ

ＴＡＱＩＨ，ａｔｏｏｌｆｏｒｔａｂｕｌａｒｄａｔ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３－０５］．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ｍｐｂ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９．

４０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２部分：数据集通用要求 ［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９－３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ｆｄｃｏｒｇｃ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ｗｅｂ／ｎｉｆｄｃ／ｉｎｆｏＡｔｔａｃｈ／

３８ｂ８ｂ０２７－８ｂ４３－４３ｃ１－ｂ７４４－ｃ０ａｃ８９１ｂ５ｅｃ８ｐｄｆ．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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