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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院信息系统（HospitalInfomationSystem，HIs）是根据开发对象系统的目的而建立的、有大容量数据
库支持的、以数据处理为基础的计算机应用系统。
它可以支持医院事务处理、信息服务和辅助管理决策。
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培养实务型的信息系统开发和应用人员，推动并完善医院信息系统课程的
建设，作者在同仁们的鼓励与关怀下编著出版这本旨在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信息
系统理论与技术，以指导医院建立管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与实务的指导书。
本书有以下特点：1.实用性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医院信息系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现代信息理论为指
导，结合实例，引导读者去学习进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的本领。
2.综合性医院信息系统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由计算机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信息理论、网络技
术、信息工程技术、运筹学和现代的医院管理学等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
很多观点和方法都是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刊和论文，它尝试将医院信息系统的理论知识、
实际过程、方法手段、技术工具、实际示例集成在一起，成为一本可以经常翻阅的工具书。
3.前瞻性医院信息系统是信息系统长河中的一个主要发展分支，随着人们对信息处理的更高要求，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有新的理论、方法、技术来代替现有的理论、方法与技术，这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
高度可集成的开放信息系统已树起它的旗帜，引导信息系统的新发展，本着介绍这些新发展的目标，
向读者介绍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与发展趋势。
由于本书谋篇时间较长、水平所限，加上案头工作繁杂又缺乏条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过的大量资料
也许未在参考文献中逐一列出，在此谨向相关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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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院信息系统》共12章，内容包括医药卫生信息化、信息系统与信息技术、医院信息系统
（HIS）、医院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医院信息系统的建立、医院信息系统的评价、医院信息系统
的管理、医院信息系统的实施方案、图像存档与传输系统（PACS）、医疗卫生与电子商务、现代远程
医疗等。
　　《医院信息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医院信息系统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
系统详尽地阐述了医院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涵盖了其所有的技术细节与设计开发流程，
并涉及了医疗信息行业较为关注的诸如远程医疗、PACS、HL7、电子商务等热点问题。
《医院信息系统》图文并茂，结构合理，内容翔实，适合卫生管理、临床医学等专业学生作为教材使
用，也可作为卫生管理人员和医院信息设计开发等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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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内医院管理界还在讨论医院管理咨询的问题，这是国内产业界已经十分普及的概念。
国际著名的CPR提供商SAP，大量通过管理咨询公司帮助其实施CPR。
HIS也有这种趋势，因为HIS主要是管理问题。
中国台湾长庚医院集团由六家医院组成，由一个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管理中心下设信息中心，实现管
理中心的管理意图。
3.面向临床的信息系统（1）门诊和病房医生工作站进展：新的《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重点增
加了门诊和病房医生工作站部分，但是没有正面论述电子病历（CPR）。
近年国内病房医生工作站发展较快，一些医院甚至已经取消了病人住院期间的纸张病历，待病人出院
时统一打印。
这种使用方法在法律上有很大问题，即使使用了数字签名技术，国家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支持，尤其是
举证倒置的新法律，不会支持电子文档，有可能使医院败诉。
新的《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强调了在国家没有出台电子签名相关法律之前，以打印并签名的
文档作为法律依据。
从技术上看，国内HIS公司开发主要是基于正文的电子病历（CPR）系统，有些使用SNOMEO进行关
键字标引，大量使用模板技术帮助临床医生简化病历输入。
这种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临床需求，需要改进的是进一步细化程序，提供更丰富的功能。
目前一些公司尝试基于知识库的电子病历系统，这代表了CPR的发展方向，其技术上难度极大，国外
也没有十分成熟的系统，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医生工作站应该满足临床医生的各种需求，能够获取病人的各种信息，因此，我们离真
正意义上的医生工作站和电子病历还差得很远，这是HIs中最有意义的一部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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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院信息系统》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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