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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了解湖北省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和问题，提出进一步推进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建议。方法／过程 基于２０２２年湖北省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χ２检验、Ｆｉｓｈｅｒ
检验等方法，阐述湖北省公立中医医院信息化管理部门设置与人员结构、基础设施与资金投入、业务应用

系统、信息标准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现状，剖析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结论 湖北省中医医院信
息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仍应优化信息管理部门职能、充实信息化人才队伍、加强经费投入、强化标准

应用、深化中医药特色优势、推进新技术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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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在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设置单独章节部署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在 《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

程实施方案》中专门设立中医药数字便民和综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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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体系建设项目，开展中医医院信息化基础达标建

设。中医医院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主阵地，信息技

术深度融合应用已成为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与效

率的必要手段［１－２］。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中医医院

信息化建设现状的分析，剖析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信息技术支撑和促进中医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以期为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２年湖北省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调查，涉及９８家湖北省公立中医医院 （三级４２
家、二级５６家）。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化管理部
门设置与人员结构 （如学历、专业、职称等）、基

础设施与资金投入 （如中心机房总面积、服务器

ＣＰＵ数量、存储容量等）、业务应用系统 （如现有

系统建设情况等）、信息标准及新技术应用 （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团体标准应用情况，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及网络安全建设情况）等，收到调研数据

９８份，有效调研数据９８份。

２２　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开展数据统计分析，中医医院
信息化建设总体情况采用描述统计，二、三级中医

医院建设情况对比研究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信息管理部门设置与人员结构

３１１　信息管理部门设置　９８家公立中医医院设
置信息管理部门的比例达到９７９６％，仅２家二级
中医医院未专门设置信息管理部门。中医医院越来

越重视信息化建设，８５７１％的中医医院由院领导
分管信息化工作，其中书记和院长分管的占

３３６７％；仅７１４％的中医医院由财务处、设备处
等部门负责人管理。信息管理部门业务范围，二级

中医医院主要集中在医院网络等硬件设备日常运行

与维护、医院信息系统建设，各项占比均在９４％以
上，而三级中医医院除上述两项外，负责医院信息

化战略规划制定的比例达到９５％以上。
３１２　信息化人才配备　设置信息管理部门的中
医医院共拥有信息化人员４４２人，平均每家中医医
院仅４６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０３３人［３］。其

中，三级中医医院平均人员数大于二级中医医院，

与不同医院规模、信息化建设需求相适应。学历层

次方面，本科生最多，占６１７６％；专业结构方面，
以计算机及工科类专业为主，占比达到 ６１０９％；
职称梯度方面，具有初级职称及以下的人员占比最

大，为７０５９％。根据二、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管
理部门人员情况比较分析，学历差异性具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专业和职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二、三级中医医院信息化部门职工情况比较

项目 内容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人数 比例 （％） 人数 比例 （％） χ２ Ｐ

学历 硕士及以上 ３３ １１６２ ４ ２５３ ２６８６９ ＜０００１
本科　　　 １８５ ６５１４ ８８ ５５７０
大专及以下 ６３ ２３２４ ６９ ４１７７

专业 医学信息类 １２ ４２７ ６ ３７３ ６５９８ ０１５９
医学类　　 １５ ５３４ １８ １１１８
管理类　　 ２６ ９２５ ９ ５５９
计算机类　 １７４ ６１９２ ９６ ５９６３
其他类　　 ５４ １９２２ ３２ １９８８

职称 高级　　　 ２１ ７４７ ９ ５５９ ４１２７ ０１２７
中级　　　 ７１ ２５２７ ２９ １８０１
初级及以下 １８９ ６７２６ １２３ ７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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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础设施与资金投入

３２１　基础设施建设　三级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

设各方面均明显优于二级中医医院 （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二、三级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基础设施
三级医院 （ｎ＝４２） 二级医院 （ｎ＝５６）

数量 （家） 比例 （％） 数量 （家） 比例 （％）
χ２ Ｐ

中心机房总面积 （
#

） ≤５０ １１ ２６１９ ３８ ６７８６ １６７９２ ＜０００１

５１～１５０ ２７ ６４２９ １５ ２６７９

≥１５１ ４ ９５２ ３ ５３６

服务器ＣＰＵ数量 （核） ＜１０ ０ ０ １４ ２５００ １３８１９ ０００３

１０～５０ １４ ３３３３ １８ ３２１４

５１～１００ １３ ３０９５ １４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５ ３５７２ １０ １７８６

虚拟化服务器数量 全院核心业务服务器 ２７ ６４２９ ３２ ５７１４ ８８３２ ００３２

部门级重要业务服务器 ８ １９０４ ４ ７１４

非关键业务服务器 ４ ９５２ ４ ７１４

未采用 ３ ７１４ １６ ２８５７

存储设施容量 （ＴＢ） ＜１ ０ ０ １０ １７８６ ２５４６９ ＜０００１

１～５０ １６ ３８１０ ３６ ６４２８

５１～１００ １３ ３０９５ ８ １４２９

＞１００ １３ ３０９５ ２ ３５７

３２２　资金投入　近３年平均每家中医医院信息
化投入资金为７０６１万元，其中三级中医医院达到
１２２３万元，明显高于二级中医医院。２０２１年平均
每家中医医院信息化投入资金为２８６９万元，其中
三级中医医院为 ４９３２万元，二级中医医院为
１３２１万元。信息化投入资金占年收入的比例平均
为０１６％，其中三级中医医院为０１３％，二级中医
医院为０１８％。

３３　业务应用系统

３３１　基础业务应用系统　９８家中医医院中，
８５％以上开通了病案管理系统、医学影像系统、检
验信息系统、中医电子病历系统；建立远程医疗系

统和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中医医院不足５０％。三级
中医医院基础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情况优于二级中医

医院，见图１。其中，三级中医医院健康体检管理
系统、合理用药监测系统、预约挂号系统、临床信

息系统的使用率远高于二级中医医院，差值约为３０

个百分点。

图１　基础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３３２　中医特色业务应用系统　与基础业务应
用系统建设情况相比，中医特色业务应用系统建

设情况不容乐观，见图 ２。三级中医医院各中医
特色业务应用系统的已建率均不足２７％，二级中
医医院已建率均不足１３％。开设中医特色治疗管
理系统、中医临床研究分析系统的中医医院寥寥

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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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医特色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情况

３４　信息标准及智慧医院评级

３４１　信息标准应用　９８家公立中医医院中，在
国际疾病分类方面，采用国际疾病分类第１０次修订
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Ｖ１０，ＩＣＤ１０）
的占比９２８６％，采用ＩＣＤ９的占比５０％，采用中医
病证分类与代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ｅ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Ｄ）的
占比５０％；在国际通用术语方面，采用医学数字成
像和通信标准３０（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３０，ＤＩＣＯＭ３０）的占比３７７６％，采用
卫生信息交换标准 （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７，ＨＬ７）的占比
１５３１％，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 （ｌｏｇ
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ｄｅｓ，ＬＯＩＮＣ）
和系统化医学术语 －临床术语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ｄｎｏ
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仅有极少数医院采用，仍有２家中医医院未采用任何
信息标准，见图３。各级中医医院采用临床中药基本
信息分类与代码标准的最多 （占比５２４％）。已经建
立全院统一患者主索引的医院占比５２０４％ （５２家），
完全未采用的占比１５３１％ （１５家）；已建立全院主
数据标准的占比３３６７％ （３３家）。

图３　国际标准与国家标准应用情况

３４２　智慧医院评级　参加并通过国家医疗健康

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的中医医院仅有１１

家，占比１１２２％。其中，级别最高达到四级甲等，

共４家中医医院。参加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

分级评价的中医医院６９家，占比７０４１％，其中５

级１家，４级２０家 （占比２０４１％家），３级３７家

（占比３７７６％）。参加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价的中

医医院１９家，占比 １９３９％，其中，通过 ３级、２

级、１级的中医医院占比均为５１０％ （各５家）。

３５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及网络安全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中医医院。被

调查的９８家中医医院中，２８５７％ （２８家）的中医

医院使用了一种技术；１３２７％ （１３家）的中医医院

至少使用了两种技术。使用率排名前３的技术分别为

大数据 （５４０８％）、云计算 （３９８０％）、移动互联

网 （２６５３％）；人工智能、５Ｇ技术、区块链的使用

率不足５％。中医医院对网络安全问题日益重视，

９０％以上的中医医院开展落实了网络安全状况自

查，网络安全技术措施中采用防火墙技术的最多，

占比９２％以上；其次是病毒防护、权限管理、数据

备份与恢复等技术，均占比５５％以上；而虚拟专用

网络 （ｖｉｒｔｕ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ＰＮ）主机安全审计、

电子签名技术的使用率不足２５％。

４　医院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４１　信息化人员配备不足，专业人才匮乏

人才是医院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资源与动

力［４－５］。湖北省 ９８家中医医院信息化人才总量不

足，专业水平低、学科结构失衡，高层次复合型人

才匮乏，部分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老龄化、知识结

构不完善，难以适应新环境下信息管理部门不断变

化的环境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对信息化建设的需求，

产生业务与信息不对称、信息系统与业务需求对接

不畅等问题。此外，部分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仅从

事维护工作，在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决策中未能

发挥应有作用，影响医院信息化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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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加强

医院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长期的系

统工程，要分阶段完成。７７５５％的中医医院信息

化建设资金源于自筹经费，缺乏专项经费支持，存

在资金投入不足且不连续现象。 《中医医院信息化

建设基本规范》［６］规定，医院信息化建设经费列入

医院年度预算，年均投入应达到年医疗业务总收入

的１％～５％。９８家中医医院信息化投入资金占年

收入的平均比例仅为０１６％，表明医院对信息化建

设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尤其是二级中医医院基础设

施建设落后。

４３　中医药特色业务应用系统建设有待完善

中医医院信息标准应用不统一，多以 ＩＣＤ１０

为主，各级医院对 ＨＬ７、ＬＯＩＮＣ、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等术语标准应用比例较低，不利于医院间互联互

通和医疗协调发展。中医医院的智慧化评价评估

参与度还应进一步加强，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

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

分级、智慧服务分级、智慧管理分级等评估的参

与度普遍较低。医院信息化建设中也缺乏中医特

色应用系统，各类中医特色业务应用系统的已建

率极低，难以适应中医医院的特色要求，阻碍了

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４４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业务融合不充分、不广泛

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应用，为中医药信息

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２０１９年进行的全

国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显示［７］，８６９８％

的三级中医医院、５２８１％的二级中医医院能够提

供以新技术支撑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而此次

调查研究数据显示，湖北省三级中医医院的新技术

使用率为４５２４％，二级中医医院为３９２９％，与全

国水平差距较大，与医疗业务融合不充分、不广

泛。中医医院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参差不齐，人工智能、区块

链、５Ｇ等新技术与医疗业务融合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

５　思考与建议

５１　优化管理职能，充实人才队伍

医院管理者要提高对医院信息化的重视程度，

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谋划数智赋能医院高质量发

展，做好医院智慧化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系统推

进、分步实施。与各医学院校深度合作，定向培养

医疗健康信息化专业人员，医院为在校学生提供实

习岗位和就业机会，构建长期合作机制，从源头上

确保医院信息化人才数量与质量；完善人才保障和

长效激励机制，重视其待遇和职业发展需求，拓宽

人才引进渠道、留住人才，鼓励从卫生专业人员中

挑选人员到信息化岗位；加强高层次信息化人才培

养，院内定期提供专业培训，院外积极合作交流，

申报信息化课题，带动人才成长。

５２　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医院信息化经费投入不足是普遍问题，应拓宽

融资渠道，采取多元化方式筹措资金。医院领导应

树立投资信息化就是投资发展的理念［８］，将信息化

建设运维等经费纳入每年常规预算中；加强对资金

使用效率的分析，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建设效

能，切实提高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速度。应

继续完善医院信息平台功能，整合医院内部信息系

统，构建一体化临床服务与管理系统，推进新一代

医院数据中心建设，在保证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的

前提下，积极探索医院信息系统云上部署。

５３　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应用，深化中医药特色
优势

　　强化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医院信息化建

设相关标准的应用，加强与医疗健康信息标准协同

对接；多形式开展标准推广培训，帮助各级医院学

习、应用已发布的信息标准；加强标准测评认证，

适当给予外部激励。继续推进中医电子病历系统、

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检验信息系统、临床信息系

统等应用，鼓励各级医院结合中医药电子病历特

点，挖掘中医临床诊疗规律，研发应用中医智能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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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诊疗、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医临床知识库等具

有中医特色的信息系统；推广智慧中药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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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强调，应

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５Ｇ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医院智慧诊疗、智慧服务

和智慧管理现代化，推进新技术与业务应用系统不

断融合［９］。在区域医疗合作、医联体建设、咨询决

策、新技术引进应用等方面，实现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加强就诊候诊、检查检验、治疗等预约服

务，提供电子化就医引导、就诊候诊信息提醒、在

线支付等智能化服务，从而实现服务流程自动化、

减少人工操作，改善患者体验。发展远程医疗和互

联网诊疗，推动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各中医医院应积极

参与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医院信

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医院智慧管理分级

评估、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真正落实 “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用、评建结合、评用结合”。

６　结语

信息化建设是现代医院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的

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必要条

件［１０］。湖北省中医医院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还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要加强管理，顺应数字时代发展潮

流，坚定不移地实施数字赋能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举措，以服务人民健康为核心，加强信息化人才培

养和引进，注重业务应用系统建设与应用，重视网

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全面提升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

水平，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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