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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对比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的发展概况、构成要素
与实施现状等，为我国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采用网络调查法与文献研究法，
对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进行调查、归纳整理，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结论 我国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的建设
应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目标；统一标准，规范建设；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便捷的访问和应用方式；加

强数据分析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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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自２００９年启动全民健康档案计划，我国陆续

发布多项政策法规，推动电子健康档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ＥＨＲ）建设与发展。电子健康档案指

个人在健康相关活动中形成的、具备价值的电子化

记录，包含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信息［１］。随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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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的发展，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设已初具规

模。截至２０２１年，近半数省份的电子健康档案建

档率达９０％以上［２］。然而，当前仍面临缺乏统一建

设标准、数据难以全面收集、共享程度低、跨域调

阅难等诸多问题［３］。因此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

息化规划》提出要规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并

推进其应用［４］。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是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中的重点健康信息依据统一标准动态提取形成的档

案概要［５］，属于居民的微量健康信息数据，与包含

居民全量健康数据的电子健康档案相比，更易于收

集与管理，且能作为电子健康档案的主索引，是实

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跨区域互通共享和规范查询的

基础支撑。目前，我国正积极探索建设全国统一的

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管理系统，部分地区如张家港市

已建立类似的系统，但尚未对外开放使用。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

电子健康档案建设方面起步较早，且均已建设与电

子健康档案首页功能相似的系统，积累了丰富的理

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因此，本文选取上述４个国家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网络调查法和文献研究

法，通过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以及谷歌学术、中

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调研，对各国电子健康

档案首页的发展概况、构成要素及实施现状进行整

理归纳及对比分析，为我国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

提供参考。

２　各国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情况及对比分析

２１　英国

２００５年英国开发医疗保健档案概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ＣＲ）等项目［６］。作为国家卫生服务体

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ＨＳ）的重要组成部分，

ＳＣＲ在英国全科医生 （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ＧＰ）诊

所注册时自动创建，并使用ＧＰ临床系统中的信息，

与ＧＰ记录保持同步实时更新。ＳＣＲ是患者关键临

床信息的电子摘要［７］，其应用领域涉及患者医疗保

健和生命健康系统，旨在提升患者护理的安全性和

效率。

ＳＣＲ分为核心ＳＣＲ和 ＳＣＲ附加信息 （ＳＣＲａｄ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ａｉ）两种类型［７］。核心ＳＣＲ

包含姓名、地址、出生日期、ＮＨＳ号码 （身份识别

码）、当前用药情况、过敏史和不良反应等信息；

ＳＣＲａｉ包含其他组织记录并共享给ＧＰ临床系统的相

关内容，如重要病史、健康状况、医疗保健人员详

细信息、治疗偏好、检查检验报告、免疫接种史、

生活方式、入院／出院信息等。ＳＣＲ可通过英国国

民医疗保健档案服务系统在全国跨区域访问［８］。目

前，９６％以上的英国人拥有 ＳＣＲ，每周约有８００００

份ＳＣＲ被医疗保健人员查阅［９］。ＳＣＲ简化了授权人

员对健康档案的访问流程，减少了紧急情况下所需

信息的获取时间，从而提升医疗质量并改善患者就

医体验。

２２　美国

２００４年美国提出建立全国电子健康档案１０年

计划，并成立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标准专家小组［１０］。

《２００９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相关发展目标从

患者信息在不同医疗机构和医疗保健人员之间共

享，上升为所有机构和人员 “有意义地使用”健康

档案［１１］。２０１８年美国宣布 “我的电子健康数据”

（Ｍｙ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ａｔａ）计划，旨在为每个患者提供个人

健康档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ＰＨＲ），推进个人

健康信息共享与利用，并呼吁实现个人健康数据归

公众所有［１２］。

ＰＨＲ记录了多种健康信息，包括家庭医生信

息、过敏史、用药情况、既往疾病与手术信息、慢

性病管理信息、家族史和免疫接种史等。患者可通

过患者门户补充血压自测数据、运动习惯、饮食偏

好和健康目标等健康信息。此外，患者可利用移动

健康应用程序进行数据管理，如紧急情况下通过健

康医疗账号在锁定屏幕上显示重要医疗信息供急救

人员参考。因此，ＰＨＲ可被视为电子健康档案的关

键概要信息［１３］。

总的来说，ＰＨＲ通过提供患者健康信息的集中

存储和访问，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了

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同时，在隐私安全方面，美

国通过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１４］及其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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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立了一套针对个人健康信息的隐私安全法律

保护体系，确保 ＰＨＲ中敏感数据的安全性和合
规性。

２３　加拿大

２０００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创建机构 Ｉｎｆｏｗａｙ，并
于２００２年起投入１２亿加元以落实电子健康档案建
设任务［１５］。共享健康档案 （ｓｈａｒ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
ＳＨＲ）是该机构提出的省级电子健康档案计划之
一，旨在将来自医疗保健人员办公室的患者信息整

合到省级电子健康档案中，以促进医疗沟通并提升

患者的持续护理水平［１６］。

ＳＨＲ包括患者基本就诊信息、转诊记录、就诊
概要、临床观察、诊断、医疗保健计划、医疗保健

方案、健康标识、免疫接种史、不良反应等［１７］。作

为加拿大电子健康档案的关键组成部分，ＳＨＲ包括
概要信息，区域内的医生、药剂师和其他医疗保健

人员等授权用户能够搜索、查看和下载患者的人口

统计信息、药物信息、检查检验报告和其他相关信

息，以促进系统间的信息传递。此外，ＳＨＲ能自动
将报告更新至电子健康档案，确保临床决策基于准

确、及时的信息，保障患者安全。

根据２０２３年的报告，加拿大政府与各省、地
区达成共识，将卫生信息系统集成作为增强国民

在线查阅健康信息能力的关键举措，突显了 ＳＨＲ
在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的巨大潜力［１８］。

ＳＨＲ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在现有信息基础上，扩展
共享临床信息，从而增强医疗服务的连贯性与协

调性［１６］。

２４　澳大利亚

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亚推出 “我的健康档案” （ｍｙ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ＭｙＨＲ）。其由澳大利亚数字健康局运
营，是全国性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ＭｙＨＲ系统采
用选择性退出模式［１９］，自启动以来，已成为澳大利

亚数字健康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间安全地共享健康信息，并在紧急

情况下为患者及其医疗保健提供者提供安全可靠的

关键健康信息［２０］。

ＭｙＨＲ是患者接受医疗保健治疗的部分概
要［２１］，包括过敏史、药物信息、不良反应、影像诊

断报告、出院概要、电子转诊信息、免疫接种史、

共享健康概要、医保信息、联系电话和紧急联系方

式、当前用药情况、过敏原、原住民身份、预先医

疗保健计划等［２０］。

已注册 ＭｙＨＲ的患者可以掌控系统中的个人信
息，如随时通过ＭｙＨｅａｌｔｈ或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ｒｅｃｔ应用程序查
看并更新内容，管理个人隐私和访问权限等。在特

定紧急情况下，医疗保健提供者拥有对 ＭｙＨＲ的紧
急访问权限，可查看患者的所有健康信息，包括任

何受限文档［２２］。

２５　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系统建设比较分析

除了上述国家，许多其他国家也推出了电子健

康档案首页服务，以便于信息共享并迅速向医疗保

健人员提供关键信息。各国提出的电子健康档案首

页主要围绕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医生信息、既往

史、过敏史、当前用药情况等方面展开，见表 １。
通过对比发现，美国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及数据安

全，建立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以保障个人健康信息安

全。英国则注重个人身份识别，为每个居民分配唯

一的ＮＨＳ号码。该号码相当于个人身份证号，可用
于查询病历等信息，也是允许跨区域访问ＳＣＲ的重
要因素之一。此外，国外普遍关注全科医疗及家庭

医生信息，以家庭为单位，在社区范围内为个人和

家庭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为实现电子健康档案在不

同卫生机构间的共享，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设计

旨在跨越整个医疗体系，便于全科医生、注册护士

等医疗保健人员共同使用。然而，国外电子健康档

案首页系统的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存在项目

冗余 （如包含医疗保险计划、个性化需求等信息），

导致难以清晰地反映个人健康特征；二是由于 ＥＨＲ
数据来源广泛，集成和互操作性方面存在挑战；三

是存在医生使用体验不佳、ＥＨＲ系统数据难以被充
分利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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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对比分析

系统 创建方式 信息所有者 基本内容

英国ＳＣＲ［７］ 注册ＧＰ诊所时自动创

建，与ＧＰ系统中的信

息实时更新

医院 姓名、地址、出生日期、ＮＨＳ号码 （身份识别码）、当前用药情况、过

敏史和不良反应、重要病史、健康状况、医疗保健人员详细信息、治疗

偏好、检查检验报告、免疫接种史、生活方式、入院／出院信息等

美国ＰＨＲ［１３］ 机构创建，可个人手

动添加信息

个人 家庭医生信息、过敏史、用药情况、既往疾病与手术、慢性病管理信

息、家族史、免疫接种史、血压自测数据、运动习惯、饮食偏好和健

康目标等

加拿大ＳＨＲ［１７］ ＥＨＲ的一部分，自动

更新

政府机构 基本就诊信息、转诊记录、就诊概要、临床观察、诊断、医疗保健计

划、医疗保健方案、健康标识、免疫接种史、不良反应等

澳大利亚ＭｙＨＲ［２０］ 选择性退出模式，个

人手动更新

个人 过敏史、药物信息、不良反应、影像诊断报告、出院概要、电子转诊

信息、免疫接种史、共享健康概要、医保信息、联系电话和紧急联系

方式、当前用药情况、过敏原、原住民身份、预先医疗保健计划等

法国Ｄｏｓｓｉｅｒｍéｄ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ａｇé（ＤＭＰ）［２３］
个人创建，被授权的

人员手动添加并更新

个人 病史、医保信息、过敏史、当前治疗、就诊信息概要、住院报告、检

查检验报告、器官捐赠信息等

挪威Ｋｊｅｒ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４］ 医生注册，信息来自

ＥＨＲ系统

政府机构 家庭地址、直系亲属信息、全科医生信息、用药情况、过敏原、植入

物、相关慢性病、住院史、患者已自行登记的信息

３　对我国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的启示

３１　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目标

电子健康档案首页作为个人健康信息的微量数

据及电子健康档案的索引工具，应遵循 “最小够

用”原则，无须收集全量数据，而应聚集居民最关

键的摘要信息。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电子健康档案

首页的建设工作，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范畴，制

定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规划指导措施。同时，应明确

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的发展目标，包括提升医疗服务

质量、为医疗决策提供支持、促进患者健康管理等

方面，确保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３２　统一标准，规范建设

一是明确其核心内容构成。借鉴国外经验，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包含电子健康码［２５］、个人健

康标识项和家庭医生信息等关键要素。二是统一数

据标准。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数据标准

体系，包括数据格式、数据元素、数据编码等，以

确保不同系统间数据的互操作性，实现信息共享和

系统间的互联互通。三是规范数据采集流程。鉴于

电子健康档案首页的数据来源具有多样性，包括但

不限于医疗机构信息、个人健康数据、医疗保险数

据等，必须建立健全数据采集流程，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

３３　保障数据安全

电子健康档案首页与电子健康档案均涉及居

民个人健康信息。国际上，部分国家已颁布了适

应本国国情的电子健康档案发展保障相关法律法

规［２６］。我国亦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确

保居民个人健康信息安全。具体措施包括制定电

子健康档案首页管理规范，明确其法律地位和责

任主体等。

３４　提供便捷的访问和应用方式

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特别强调用户界面

的友好性，确保信息的便捷获取和应用，以便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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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务人员能够高效地查阅、管理及运用健康数

据。例如，美国ＰＨＲ允许患者通过患者门户或移动
设备应用程序查看和更新个人健康信息，加拿大

ＳＨＲ提供多种访问方式，方便医生和患者查询和共
享信息。因此应重视用户体验，提供便捷的访问和

应用方式。例如，开发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小程序

等，以便个人和医疗保健人员能够随时随地查看和

利用健康信息。

３５　加强数据分析和利用

国外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建设不仅注重数据收集

和存储，更强调数据分析与利用。通过加强数据挖

掘和分析，可为医疗服务提供决策支持，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和效率。例如，英国 ＮＨＳ通过分析 ＳＣＲ
数据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美国ＰＨＲ通过

数据分析，帮助患者进行健康管理。我国电子健康

档案首页建设也应加强数据分析和利用，开发数据

挖掘和分析工具，为医疗服务提供决策支持，推动

精准医疗和健康管理的发展。

４　结语

本文通过网络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对英国、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电子健康档案首

页从创建方式、信息管理及基本内容方面进行全面

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强化顶层设计、统一标准、

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便捷的访问和应用方式、加强

数据分析和利用５个方面，对我国电子健康档案首

页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作者贡献：詹倩倩负责资料收集、数据整理、论文

撰写；汤学军负责提供指导；朱岩负责资料收集；

马敬东负责研究设计、论文审核。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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