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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防融合视角下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现状与发展研究

吴彦霖 1,2 李开明 1,2 郭玉清 1,2 林帆 1,2 李言飞 1,3 王丽萍 1,2

1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2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管理处，北京 102206；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中心，北京 102206
通信作者：王丽萍，Email：wanglp@chinacdc.cn

【摘要】　医防融合是“治病”和“防病”有效衔接。多年来，医防融合研究多聚焦在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及慢性传染性疾病，对急性传染病关注不足。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如何做好持续监测、早期预

警、应急处置和合理救治，将是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和改革的重点。而医疗健康数据互通共享是弥合医

防裂隙的首要前提，也是推动智慧化传染病监测预警的重要路径，信息化则是实现医防高效协同的必

由之路。本文通过梳理美国、欧洲国家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历程，对比并探讨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

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以期为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发展及医防融合机制创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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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and preventive integration effectively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treating diseases" and "preventing diseases". Over the years, medical and preventive integration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chronic and 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s, with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acute 
ones. Confronting newly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establishing continuous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ppropriate treatment will be a key focus for developing and 
reforming the healthcare system. Interoperability and sharing of medical and health data are 
essential prerequisites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medical treatment and disease prevention and 
are also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nformatizatio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cal treatment and 
disease preventio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medical and preven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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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与多学科深度交叉

融合，已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变革的重要动力［1］。在信息化

发展的大浪潮下，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的应用也愈加

成熟。医院信息系统（HIS）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核心组成

部分，是为实现医院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运营而设计和开

发的一套综合性信息管理系统。要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

合机制，医疗机构是医防融合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也是

及时发现传染病的“岗哨”［2］。新型冠状病毒（新冠）感染大

流行再次警示，传染病监测预警是有效防范和化解传染病

疫情风险的重要保证。为此，我国提出了建立传染病智慧

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和多渠道监测预警平台的新目标［3］，

推进以医疗机构健康数据为主的传染病多渠道数据互通共

享。医疗健康数据互通共享是弥合医防裂隙的首要前提，

信息化则是实现医防高效协同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阐述

信息化水平领先的美国、欧洲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历

程，对比并探讨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和医防融合现状，

以期为新冠感染疫情后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进一步发展及

医防融合机制创新提供参考。

一、美国、欧洲国家医疗信息化发展历程及规划

1. 美国：美国医疗信息化建设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初，历经 3 个发展阶段（图 1）。美国 HIS 的研究起步于麻省

总医院 COSTAR 系统［4］，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大型医院开

始开发 HIS。为提高医院运行效率，90 年代美国开始进行

临床信息化建设，信息化进入到医院诊疗业务中。此阶段

尝试建设了许多初代信息系统，如美国 Latter Days Saints 医

院的 HELP 系统［5］、杜克大学医院的 DUHS 系统［6］以及退伍

军人事务部的 VISTA 系统等［7］。为解决临床医疗信息的共

享问题，美国进行最早的区域卫生信息化探索——社区卫

生系统网络。90 年代中期构建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网［8］，把所有权不同的医疗服务机构兼并、整合到同一个组

织下。1996 年 HIPAA 法案标志着美国开始医疗信息标准

化建设。2004 年美国提出通过国家引导、地方自行规划的

模式建立国家卫生信息网络。此后系统互联、信息共享成

为美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目标。21 世纪初，美国

医疗信息化重心逐步转移到电子病历、计算机辅助决策和

统一医学语言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及其“有意义的应用”成

为了医疗改革的重要内容［9］。为加快推动医疗信息化发展

进程，2009 年美国国会通过 HITECH 法案，规定医疗信息化

的详细标准和奖惩措施，并激励供应商使用电子健康记录

系统［10］。2015 年又通过了 MACRA 法案，对电子病历有效

使用及更大范围互联互通提出明确要求［11-12］。2019 年美国

CDC 与国际疾病监测学会共同制定症状监测信息指南，定

义包括人口统计学、患者就诊、治疗设施、生命体征测量、风

险因素等信息，支持不同医疗信息系统按照统一标准对以

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临床数据信息进行传输，以实现公共卫

生监测和快速响应的业务目标［13］。现美国已经拥有较为完

善的法律法规以及严格的数据安全与交换标准，各医疗机

构、医药卫生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正逐步实现医疗健康数

据互联共享［14］。

2. 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的医疗信息化发展开始于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其特点是随着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发展，

各国建立了区域性医院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15］。90 年代以

后，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蓬勃应用加速了医疗信息化的发

展。21 世纪以后，欧洲开始探索国家层面的卫生信息共享

模式，重点是电子病历的一体化及跨境医疗互通。英国卫

生服务体系有着庞大而完备的医疗数据，患者的健康记录、

疾病数据等详细医疗记录均被存储在患者所在地医疗保健

机构，并可以被其他医疗机构调用，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16］。法国的医疗体系改革积极推

动医疗信息数字化，实现每位患者均能在线访问其所有医

疗信息，所有处方实现电子化共享。法国提出的医疗数据中

心计划，目的是整合法国国家医疗保险系统和另外 40 余个

医学数据库的数据，集中管理全国的医疗数据并促进健康

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17］。德国国家医学信息学倡议计

划开发用于整合来自患者护理和医学研究临床数据的基础

设施，并强调支持、改进医学研究和卫生保健之间跨机构的

数据交换和使用［18］。

3. 美国、欧洲国家医疗信息化发展规划：自 2004 年提

出建立国家卫生信息网络以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医疗信

息化战略计划，将其作为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重要内容。

国家卫生信息技术协调办公室（ONC）负责协调和管理国家

的卫生信息技术事务［19］。ONC 先后在 2008 年和 2011 年发

图 1　美国医疗信息化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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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联邦政府卫生信息技术五年战略规划 2008-2012》和《联

邦政府卫生信息技术五年战略规划 2011-2015》，提出改进

医疗服务质量、加强信息体系建设以及建设学习型健康医

疗系统等目标［20］。2014 年，ONC 发布了《医疗信息互操作

十 年 规 划》和《联 邦 政 府 卫 生 信 息 技 术 战 略 规 划 2015- 
2020》，从侧重系统建设到更关注建设系统的互操作性和数

据的共享应用［21］。最新发布的《联邦政府卫生信息技术战

略规划 2020-2025》明确未来 5 年的优先事项是推动行业通

过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以访问更多患

者的医疗健康数据［22］。

美国、欧洲国家等医疗水平发达国家在新冠大流行应

对中意识到应进一步加强不同机构间数据的互通共享、充

分挖掘健康数据中蕴含的巨大价值服务于公共卫生监测预

警等。美国 CDC 于 2020 年推出的数据现代化计划［23］，旨在

实现联邦和州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数据和监测基础设施的

现代化，包括对原有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与优化，通过云架构

将应用程序和服务部署在云环境中以实现互操作性、可扩

展性和灵活性［24］。美国互操作性核心数据提供医疗数据交

换通用规范，目标是建立所有电子病历系统均能共享的信

息集［25］。同样，为实现“2030 年完成欧盟数字化转型”的目

标，2022 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建立欧洲健康数据空间（EHDS）
的提案［26］，要求成员国以欧洲通用格式收集和发布患者信

息摘要、电子处方、图像和图像报告、实验室结果等，以加强

欧盟各成员国对公民电子个人健康数据的访问和使用，并

保证互操作性［27］。EHDS 更注重数据的二次应用，数据将用

于科研、创新、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监管以及个性化医

疗等［28］。

二、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发展历程

1. 我国医疗信息化发展历程：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起

步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原 南 京 军 区 总 医 院 引 进 了 国 产

DJS-130 小型机并应用于药品管理，是医院管理信息化的最

早尝试［29］。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医院综合信息系

统研究”顺利开展和我国自主研发的军队 HIS——“军字一

号”实施成功并在全军几十所医院扩大试点，我国医院信息

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30］。部分医院开始建立局域网，并自

主开发药房管理、门诊计价、住院管理等信息管理系统。

21 世纪初我国陆续出台了《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和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 年）》等一系列

规 范 性 文 件 ，将 信 息 化 纳 入 卫 生 事 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2009 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以医院管理和电子病历为重点，推

进医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31］。

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医院信息化高速发展。为

匹配信息化发展进程，协调医疗健康档案中存在非标准化

词汇或诊断、文字错误、方言等问题，原卫生部统计信息中

心制定发布的《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首

次规范了电子病历业务架构的基本规范［32］。2014 年原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发布的《电子病历基本数

据集》包括病历概要、门（急）诊病历等 17 项内容，对于电子

病历中信息数据集、数据元和值域作出了规范化要求［33］。

2016 年原国家卫计委又发布《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旨

在促进区域范围内患者医疗信息共享、医疗机构之间互联

互通和协同服务，对电子病历的规范采集、共享交换以及信

息系统的开发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4］。但由于各地医

院自行规划和建造信息系统开发商不同以及国家层面标准

和指南的强制力度不够、应用度不高，各地医院信息化建设

重点不同、进度各异，造成医疗健康数据互联互通困难。

2018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委）发布《全国医院信息

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提出未来 5~10 年全国医院信

息化应用发展的建设要求，为医院信息化建设评价提供了

方向性和实操性的指南［35］。2023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信 息 互 通 共 享 三 年 攻 坚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提出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检

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努力实现医疗健康信息全国互联互

通的目标［36］。

2.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发展历程：我国的法定传染病

疫情报告系统始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37］，起初采用以县为基

础进行汇总、通过邮局逐级上报的方式。80 年代以后，计算

机技术被引进到法定传染病的报告过程，大大缩短了疫情

报告周期，公共卫生信息化就此起步。1999 年原卫生部制

定《国家卫生信息网项目建议书》，提出综合运用计算机技

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构成一个覆盖中央、省、市、县（区）

四 级 的 网 络 通 信 传 输 系 统 ，建 立 卫 生 防 疫 信 息 网［38］。

2003 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暴发，彼时的卫生防疫站

大部分没有开展信息化工作［39］，信息网络覆盖面窄、人工纸

质记录时效性不足，难以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SARS 疫情

后，我国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包括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系

统、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专病监测系统

以及流感、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不明原因肺炎和麻疹

等单病种监测系统。公共卫生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有序、快

速的大发展时期［40］。2008 年，我国建立了国家传染病自动

预警系统，基于移动百分位数法对全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

测数据进行分析，设置预警阈值识别疾病异常增加或聚集

信号。这些监测预警系统在过去 20 年间较好地解决了传

染 病 报 告 和 早 期 监 测 预 警 ，在 2009 年 甲 型 H1N1 流 感 、

2013 年人感染 H7N9 型禽流感等新突发传染病有效应对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9 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以疾病控制网络为主体的公

共卫生信息系统，提高预测预警和分析报告能力［31］。此后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重点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拓展国

家、省、区域三级平台的试点和数据共享，初步形成基础、应

用和保障一体的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疾控）信息化综合

服务体系［41］；二是促进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的公共卫

生应用，促进医疗数据规范化和互联互通。然而，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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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现行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

已无法很好地适应新时代传染病防控工作需求。为更好地

满足日益增长的传染病监测预警需求，许多省（市）借助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开展了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化、

智能化探索。2016 年，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代表的试点地区，

首先实现了传染病报告卡计算机自动生成与交换，创建传

染病智能平台直报模式［42］。江苏省、上海市等地相继推广

建立智能平台直报模式［43］，也陆续建成了省级人口健康信

息平台，基本实现人口健康信息实时采集与共享交换。

2023 年，湖北省建立了以医疗机构数据采集为主、多部门数

据共享的传染病多渠道监测网络，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的工

作路径［44］。《“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提出“公共卫生

应急数字化建设行动”，支持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数据

共享，实现相关信息快速报送以强化公共卫生监测预警能

力［45］。未来以医疗机构健康数据为主的多渠道、多部门医

防大数据，将在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三、我国医防融合发展现状与局限性

医防融合的概念最早由国家卫健委在 2018 年正式提

出，内容包括推行家庭医生制度以及推进基层高血压和糖

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的防治工作［46］。相比

“防治结合”“医防结合”“医防协同”，更强调医防作为兼容

互通的整体，从医疗机构履行疾控责任出发，强化医疗机构

和 CDC 在传染病监测预警、风险研判、应急处置中的协调配

合。但由于长期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我国医疗卫生

行业更加关注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服务体系，“重医轻防、

医防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

控局积极推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工作。各省（市）也开展

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福建省三明市以慢性病管理与疾

病预防作为医防融合的切入点，重构了新的预防与卫生健

康网络，网络主体新增了疾控机构［47］。江苏省镇江市以高

血压、糖尿病为切入点，探索基于现有条件下的慢性病医防

融合路径［48］。医防融合形神不兼备，临床与公共卫生协同

不畅，是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特点和弱点［49］。鲁

贝等［50］通过卫生系统宏观模型进行归类分析，认为医防融

合激励机制缺失、人才短缺和卫生信息系统割裂是当前阻

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防融合三大关键问题。傅亚

娟［51］对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的现状进行研究发现，

医疗机构尚未建立常态化的公共卫生补偿机制，科学有效

的医防整合机制尚未形成。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的医防融

合研究重心仍在基层卫生机构，研究多针对病程长、病情进

展慢的慢性病及慢性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52］），因这类疾

病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干预措施且预防和诊断、治疗均较为

成熟。对于急性突发传染病的诊疗与预防等方面的医防融

合体系研究尚有不足［53］。

从当前医防信息化实现角度来看，我国医疗信息化与

公共卫生信息化已基本适配各自领域内业务和日常管理需

求。但二者缺乏有效的联系和协作，未真正实现网络通、数

据通和业务通的医防互联互通格局［54］。网络通指医防系统

之间连接起来协同工作的能力，要求通信基础设施完善，具

有完整的网络架构、数据接口和操作规范；数据通要求系统

有进行数据交换的能力，通过对数据进行分类、编码和标准

化处理，不同机构和部门能够按照统一的方式理解和交换

数据；业务通指在数据通的基础上，系统能够融合数据，并

利用数据开展相关医疗及公共卫生业务。但当前信息系统

中各数据集、数据元和值域并没有完全标准化，不同机构间

数据交换标准存在一定缺失，以及医防系统数据接口、业务

流程还不够完整，难以达成多个业务系统之间的集成和协

同。“医”与“防”在数据互联互通层面“割裂”的问题尤为突

出。新冠感染疫情处置过程中，暴露出机构间信息传输不

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临床治疗和实验室检查三者结合尚

需加强协调等问题［55］。虽然国家对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但对于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体系

的协同、融合发展，目前仍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规划，

医防融合未真正内化为运行机制［56］。2023 年 10 月国家疾

控局印发《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提出医疗机构应

配合疾控部门逐步建立传染病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建立健

全机构间传染病监测、诊断和病原体检测等数据交换、资源

共享制度［57］。在当前大健康、大卫生背景下，医防融合的进

一步落实要以督促医疗机构落实疾控责任为重要着力点，

加强医疗机构诊疗数据获取传输、共享利用和信息反馈能

力，以信息化互联互通助力“医”与“防”真融合、深融合。

四、展望

2023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

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2030 年建成以疾控

机构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军民融合、防治结合、全社会协同

的疾控体系的发展目标［58］。这一目标将为我国创新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机制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健康中国作出积极

贡献。推进医疗健康数据互通共享促进医防融合，提升信

息化建设水平实现医防业务高效协同，从而更好地实现持

续监测、早期预警、应急处置和合理救治，将是未来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

1. 建立集成的医疗信息数据平台，逐步实现区域内信

息互联互通。我国医院信息化建设存在共性问题：院内信

息流和业务流互不相接，异构的信息系统之间亟需整合优

化；院外区域医疗信息交换路径不畅通，区域医疗资源未被

高效利用。2021 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

平平均级别达 3.83 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的平均

等级在 4 级以上［59］。表明我国三级公立医院整体上正处在

从院内部门间数据交换向全院信息整合共享发展的关键时

期。部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医院正尝试实现区域医疗信息

共享。各地应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不同医疗机

构之间诊疗信息互通共享，并将医疗数据用于健康管理、疾

病监测、科研等用途，提高信息利用率。

2. 借鉴国外医防信息互通经验，完备建立我国医疗卫

生信息标准体系。我国应吸收和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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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化发展和医防信息互通经验，基于我国现状进行本

土化和适当扩展，着手建立医防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的

互联互通新格局。在信息系统数据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

起标准术语集和统一数据元集合，贯穿各个业务领域的信

息系统，进而构建一个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完整业务支持

体系。“数据互通，标准先行”，各地医疗机构在信息化建设

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国家卫生信息数据集标准、共享文档规

范以及信息平台技术规范等相关标准的统一应用。并以医

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为重要抓手，科学做好

信息化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

3. 创新医防融合，推动医疗与疾控机构信息系统自动

交换及反馈。医疗机构应配合疾控部门逐步建立健全机构

间传染病监测、诊断和病原体检测等数据交换、资源共享制

度。CDC 应能够依靠区域信息平台，获取医疗机构及其他

相关部门联网数据。一旦发现不明原因聚集性病例、不明

原因肺炎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等情形时应快速开展病原学

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必要时向医疗机构及相关单位发送

预警信息，促进信息的双向交换及正向反馈，建立协同监测

机制。

4. 探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建立智慧化

监测预警体系。我国应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手段，自动化采集传染病危险因素、相关症候

群、疑似和确诊病例信息等传染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多个

关键节点的数据，利用智能化预警模型精准及时地识别异

常情况并开展智能分析、综合研判和早期预警［60-61］。多维

度、多渠道、智慧化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将极大提升我国

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早期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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