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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档案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首项服务内容!如何创新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医疗
健康-便民服务模式!成为目前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和服务工作面临的新问题$该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法!以省级
行政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依托!从服务内容")个一级指标和')个二级指标#'安全设置'宣传方式等方面调
查'$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情况$各地区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医
疗健康-的便民服务发展不均衡!缺乏对该项服务的宣传!个性化服务不足!对隐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需加
强电子健康档案开发利用的顶层设计!扩大宣传力度!增加个性化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加强隐私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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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档案是以居民个人健康为核心#涵盖各
种健康相关因素*多渠道动态收集的信息资源&$'#充
分开放和利用电子健康档案对提高居民健康管理意

识*缓解医患矛盾*降低医疗成本等具有重要意
义&1.)')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电子健康档案开放
便民服务#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基础上#通过
智能客户端*电视*=PP和网站等形式#推进电子健康
档案向个人开放#方便居民查询自身健康信息#调动
居民参与自我健康管理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各地
区对如何有效开放电子健康档案不断探索和实践#目
前取得一些成绩#但从电子健康档案实际应用来看#
我国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本研究以省级行政区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为依托#
调查当前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现状#总结服务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优化*创新电子健康档案服务
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法对'$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医疗健康-居民端
服务情况展开调查)调查时间为1%11年'月$O'$
日#调查过程分为三步!访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以,健康档案-为关键词搜
索(对在官方网站中尚未指出查询健康档案服务方式
的地区#以,地区名称-d,健康档案-关键词在搜狗平
台搜索(调查人员检查和复核#确认结果的准确性#对
确定具有=PP和微信入口方式的应用下载和关注)

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医疗健康-居民端服
务调查遵循两个标准!$$%该应用具有电子健康档案
的查询服务($1%由政府主管机构管理#而非第三方管
理)

通过对微信和 =PP入口方式的初步调研#截至

1%11年'月底#1'个地区具有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
民服务#占-0&1;#其中-个地区只通过=PP端提供
服务#$$个地区只通过微信端提供服务#其余:个地
区两种服务途径都提供#见表$)另外/个地区尚未
开放电子健康档案#分别为江西*湖北*西藏*黑龙江*
内蒙古*辽宁*四川和河北#其中四川微信公众号,天
府医健通-*辽宁,辽宁健康通-=PP和内蒙古,蒙健
康-=PP的查询健康档案信息功能正在建设过程中)

表$!!提供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 =PP 微信

江苏 江苏健康通 江苏健康通

浙江 浙里办 O

上海 健康云 上海健康云

重庆 O 健康巴渝$1'1%

北京 健康北京 O

天津 健康天津 O

新疆 O 健康新疆兵团

甘肃 健康甘肃 O

湖南 O 湖南省居民健康卡

贵州 O 黔康码

广西 O 广西健康信息惠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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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提供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情况

省$自治区*直辖市% =PP 微信

云南 O 云南省居民电子健康卡

陕西 健康陕西 健康陕西公众服务

福建 O 福建卫生健康公众服务平台

广东 O 粤健通

安徽 安徽医疗便民 O

山东 O 健康山东服务号

河南 O 河南健康

山西 健康山西 O

吉林 O 吉林省居民健康卡

青海 健康青海 健康青海

宁夏 掌上健康宁夏 掌上健康宁夏

海南 海南居民健康 O

!!O!无应用)

<&=!方法

!!本研究调查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情况包
括服务内容*安全保护及宣传方式)针对服务内容#
参考前人对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内容的划分

标准和内容&-.$%'#结合实际情况将电子健康档案开放
便民应用的功能总结为)个一级服务内容$查询档案
信息*自我健康管理*家庭医生服务*健康知识*用药
服务和个人中心%和')个二级服务内容#见图$)利
用PI7B",'&/&: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热力图表
示各地区所提供的)个一级服务内容的具体数量#见
图1)利用Qb8@51%$(软件统计提供二级服务内容的
地区#见图')安全保护方面收集隐私政策和安全设
置情况&$$')宣传方式包括各地区宣传电子健康档案
开放便民服务情况的主要宣传途径)

图$!!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应用功能指标

=!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现状分析

=&<!服务内容

!!不同入口方式提供的服务内容一致)提供服务
内容最多的为上海#共1)项服务内容#其次为安徽*
青海#山东*河南和福建等地区提供服务内容较少$不
到$%项%#见图1)

绝大部分地区都提供查询档案信息的服务#,粤
健通-微信小程序查询不到该功能的具体应用#未进
行相关记录)居民查询个人信息和医疗记录的占比
最高#见图')

自我健康管理是对健康数据的管理*健康风险评
估及构建个人健康画像)健康数据包括'种!用户在
非医疗服务期间产生的数据#比如血压*血糖*体重等
数据(用户手动上传医疗数据(用户上传个人基本信
息)在调查的地区中#)个地区尚未提供自我健康管
理服务($'个地区提供上传自测体征数据和对数据可
视化的服务#$1个地区可计算健康数据$比如计算

TJU值%(上海*宁夏等地区提供个人健康画像服务#
可分月份或季度对用户的健康支出*体征数据等进行
可视化分析#见图1*')

家庭医生服务是指与签约家庭医生相关的基础

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对签约家庭医生查询服务*家庭
医生签约*处方延长*家庭医生咨询*预约转诊和建立
家庭医生病床服务)$%个地区不提供家庭医生服务#
其中山东的家庭医生服务还在建设过程中)对于延
长处方*预约转诊和建立家庭医生病床的服务较少#
见图1*')

用药服务是指方便用户购买和使用药品所提供

的服务#包括查询用药清单*药店查询*用药咨询*送
药上门及用药提醒)该项服务在各地区的差别较大#
不提供该项服务的占比超过一半#浙江*甘肃和湖南
等地区可提供完整的用药服务#见图1*')

健康知识指通过不同的方式给用户提供健康知

识)1%个地区提供健康知识内容#-个地区提供健康
百科内容#见图1*')

个人中心包括使用帮助*消息提醒服务*电子健
康卡管理*绑定家庭成员*档案授权服务和意见反馈)
广东提供)项服务内容)绝大部分地区可与家庭成
员的数据绑定#帮助用户管理家庭成员的健康数据#
新疆,健康新疆兵团-和山西,健康山西-不提供此项
服务(在)项服务中#档案授权服务占比最少#见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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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上海提供儿童口腔*屈光和听力档案
及控烟热力地图查询#浙江提供母婴室导航*健身指

导*医保信息查询等个性化服务)

图1!!提供电子健康档案应用的具体服务内容热力图

图'!!提供电子健康档案便民服务内容情况统计

=&=!安全保护

=&=&<!隐私政策

!!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医疗健康-便民
服务可为居民提供高效*快捷的健康管理服务#但其
包含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做好保护极为重要)隐私政
策作为对用户信息保护的基础措施#让用户明确获取
服务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对$1个 =PP
的调查发现#,健康青海-缺乏隐私政策#$%个=PP在
用户登录的时候弹出隐私政策的链接点击$次即可
获取#$个=PP则需要点击1次及以上(从更新时间
和联系方式来看#超过:%;的 =PP都对其进行了及

时的说明)绝大部分微信端服务方式不具有隐私政
策#重庆*湖南*贵州和吉林等地区的微信小程序需要

'步获取隐私政策#其更新时间及联系方式都不具有)

=&=&=!安全设置

!!用户通过手机号码验证*绑定微信账号即可注
册*登录和使用服务)$$个地区采用人脸识别认证#'
个地区采用指纹解锁和设置手势密码#天津,健康天
津-还采用安全口令保护用户健康档案数据)广东
,粤健通-只有达到一定可信等级#才能使用查询健康
档案数据服务)/个地区没有采用任何措施保障用户
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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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方式

!!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宣传方式主要包括!
$$%政府发布政策文件#海南1%1$年发布.海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推进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向居民个

人开放工作的通知/#明确其电子健康档案开放途径
为,海南居民健康-=PP#并提供其下载链接(甘肃.关
于做好1%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中#明确指出,健康甘肃-=PP提供居民查询健康档案
的功能和进行自我健康管理)$1%卫生健康委员会的
官方网站通过提供的政务服务直接告知健康档案查

询服务方式#如浙江,浙里办-=PP*上海,健康云-
=PP#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的便民服务中
明确指出通过,健康北京-=PP提供相关健康服务)
$'%线上线下媒体发布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会或采访
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员的新闻稿#重庆*贵州*广东和青
海等地区通过在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发布电子

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新闻稿或通过采访卫生健康委员

会工作人员的视频形式宣传电子健康档案向个人开

放便民方式及其意义(天津通过天津日报等传统媒体
宣传#江苏*新疆*山西*福建*山东*河南*吉林等地区
通过线上媒体渠道宣传)$0%江苏*广西*湖南*山西
等地区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公众号对电子

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的益处和途径进行宣传)
>!讨!!论

!!本文从供方角度对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
网d医疗健康-便民服务进行调查#发现存在以下问
题!$$%发展不均衡)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互联网d
医疗健康-便民服务缺乏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提供的
便民服务内容尚未形成统一口径#对此的理解与定位
不同#开展的服务内容差异化较大)$1%宣传力度不
足)调查发现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的宣传力
度明显不足#官方网站提供直接下载和关注途径的较
少(缺乏长远规划#该项服务在开通之时#新闻媒体*
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都积极宣传#但之后服务的宣
传工作则有所减少(宣传途径较少#未利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宣传方式#让居民了解服务的益处)$'%缺
少个性化服务)由微信端提供的服务#大多是腾讯提
供的单一模板#服务内容和样式基本相同#缺乏结合
自身特点进行个性化订制(不同用户群体需求不同#
老年人期望使用简约版的应用界面#但应用不多)
$0%隐私安全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以=PP端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健康青海-=PP缺乏隐私政策#
不到:%;的地区隐私政策尚未及时说明更新时间和
联系方式)在微信端#绝大部分地区不具有隐私政
策#对于其更新时间和联系方式均没有告知(部分地
区缺乏安全设置#不能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便民服务功能

!!为适应地区间经济水平和对健康服务重视程度
的差异#应根据居民健康服务需求*各区域健康信息

平台互联互通水平等情况#制订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
民服务的基本服务内容#规定必须开展的内容)各地
区都应拥有自我健康管理及查询档案信息的服务内

容#并通过智能分析以生动图像形式呈现用户的个人
健康画像#增强用户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于如
用药服务#通过用药提醒*送药上门等便民服务内容#
可方便用户及时获取药物#提高用户的用药依从性(
与医务人员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可以延长用户慢病处
方*直接线上转诊等#节省用户时间#这对缓解医患矛
盾#充分利用医疗资源有较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再
按照实际情况#增加其个性化的服务内容#如上海,健
康云-=PP增加了控烟地图等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内容#增加用户使用该项应用的黏性)在遵循基本的
健康服务内容后#可灵活调整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
服务内容#制订适合本地区的健康服务内容)
>&=!加大宣传力度

!!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的宣传工作可以不
断扩大宣传范围#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渠道&$1')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充分利用卫生健康
委员会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宣传电子健康档
案开放便民服务对居民的益处#并在醒目的位置提供
下载或链接途径#方便居民获取)$1%制订周密的宣
传计划#利用每年基本公共卫生宣传月或其他重大宣
传日#组织各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宣传栏*发放宣传折
页*电子屏*微信等#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提高居民
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的知晓度*认可度*配合度(同时还
可在各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大厅*家庭医生工作室张贴
通知书)针对不同用户#采用不同的方式引导注册并
使用该项服务#在老年人健康状况分析报告中宣传电
子健康档案开放途径*注册*查询流程及提供的服务
内容)$'%针对年轻人喜好#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
体充分宣传(利用短视频时长短*传播性和可视化强
等优点#引导居民进行注册*查询个人健康档案#提升
居民的知晓率)
>&>!增加个性化服务!改善服务体验

!!电子健康档案开放便民服务的个性化服务功能
设计包括完善访问方式*用户界面*服务内容等)$$%
针对访问方式需完善访问渠道#不同的用户对不同的
访问渠道的喜爱程度不同#因此应对 =PP*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和支付宝等方式同等重视($1%对于用户界
面可采取简约的长辈版形式#利于老年人使用($'%根
据具体情况设置个性化服务内容#增加用户的黏性和
用户体验($0%幽默风趣的进行健康科普#方便用户牢
记健康知识)
>&?!加强隐私安全设置

!!保障用户的信息隐私安全是电子健康档案开放
便民服务的前提)$$%建立隐私保护政策明示制度#
让用户方便获取*随时查阅#有助于保障用户的知情
权#增加该服务的公信力)在用户登录时#应及时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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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获取*了解隐私政策#同时还应该设置单独的隐
私政策栏目#方便用户查阅&$'')$1%保证开放授权安
全#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向用户授予不同的访问权
限)当用户想要查看自己及家人的健康信息或者向
医护人员授权查看健康信息时#必须具有相关的安全
设置$人脸识别*安全口令*指纹等%才允许查看健康
档案信息&$0'(还可以通过动态二维码授权给医务人员
或亲友进行查看#保证用户的数据不被丢失和篡改
等)$'%在技术方面#优先采用国密算法*国产安全技
术及密码设备#提高对健康数据的防篡改*防伪造和
可溯源的安全能力&$:.$)')切实做好电子健康档案开
放便民服务的信息隐私安全保障工作#才能为用户提
供安全可靠和完善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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