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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疾病负担沉重的国家。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环境变化，影响健康的因素越来越多；人口老
龄化、疾病谱变化，进一步加重了疾病负担。
解决这些突出的健康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信息化为手段，全面落实预防为主的各项干
预措施。
21世纪医学将从对抗医学转向整体医学，从注重疾病诊疗前移到对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疾病控制
，重预防，治未病。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事关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我们要加强领导
、精心设计、认真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切实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三年内，中央财政向医疗卫生投入8500亿。
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金环境，从医院信息化到区域卫生信息
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医疗卫生信息化是卫生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健康档案共享是医疗卫生信息化的核心之一，也是提高健
康服务、促进人民健康、最具普惠性和成本效益的措施。
新医改方案不仅明确了未来的目标和方向，最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个环节都对信息化建设和信息技术的
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医改方案指出：“要以公共卫生、医疗、医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为重点，疾病控制网络为主
体，医院管理与电子病历及居民健康档案为核心，形成国家、省、市三级药品监管、药品检验检测、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信息网络，逐步建立统一高效、资源整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透明公开、使用
便捷、实时监管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平台。
”新医改正面临挑战。
看病难：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而且这个问题近期内难以解决。
看病贵：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不断攀升，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比较突出。
老龄化：医疗卫生服务形势严峻，2009年，上海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22%，老年人多了以后医疗服
务的担子更重了。
医疗质量：由于卫生服务的复杂性，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较多。
新医改提出了“四梁八柱”的方案，有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化的技术“柱”。
信息化正在推进一场深刻的医疗卫生行业革命，信息化是深化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已经具备加快信息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推进信息化是全民健康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
，医疗卫生信息化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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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科技部重大科技支撑项目和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为主线，总结医疗卫生信息化、区域卫生信息化、医疗卫生服务信息化
和医院信息化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本书适合各种类型读者阅读，包括卫生信息主管、设计和管理人员，医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医师、教师及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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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条块分割，基本是各自为政。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为例，辖区范围内有西南医院、新桥医院等，主管单位是总后卫生部；有重庆市公
共卫生中心、重庆市肿瘤医院等，主管单位是重庆市卫生局；也有沙坪坝各区属医院及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管单位是沙坪坝区卫生局；由沙坪坝区卫生局主管的还有众多私立医院。
除各医院之外，血站、120指挥中心、妇幼保健院等也各自隶属于不同主管部门，这种管理模式阻碍了
区域卫生信息共享，也阻碍了个人在不同医疗机构进行的医疗活动信息汇总。
“新医改”方案中提出医院在进行“属地化管理”，目的是能够按地域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各地建立的各种基于个人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大多数以某一个主管部门
牵头建立，多数以市（区）级卫生局牵头，连接各市（区）属医疗卫生机构，而驻辖区内其他主管部
门的医疗卫生机构则多数未接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可喜的是，我国卫生管理机构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如厦门示范区就接人了
军队、地方、基层等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医疗卫生机构，“沙区平台”也将隶属于总后卫生部主管的
西南医院接入了该平台，并正在积极准备接入重庆市公共卫生中心、新桥医院等其他未归口到沙区卫
生局的医疗卫生机构。
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已经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正向着广覆盖的方向发
展。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已建成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规模还不够大，连接的医疗机构类型还比较
单一，多数集中在就医院、保健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血站、康复中心、体检中心、私立医院等
接入区域平台的工作还未提上日程，而美国经验表明，PHR数据中心的规模是PHR共享应用效益的关
键。
在PHR采集的信息范围来看，目前的信息共享更多集中在医疗信息特别是首页、出入院记录、医嘱、
处方、检查化验等客观病历内容，在疾病预测研究方面也更多的研究各种生理生化指标，而病程记录
、诊疗分析、上级医生查房意见等主观病历的共享基本未涉及，个人生活习惯仅涉及吸烟、喝酒等传
统内容，而饮食习惯、每日运动量、心理健康等对慢性病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指标还远远未能纳
入PHR信息采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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