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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 

   卫生信息标准发展现状 2 

3 DICOM标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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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80－90年代 

业务应用系统

建设快速发展 

2009年 

深化医改 

2003年 

• SARS问题- 

  加强公共卫生     

  信息化建设 



   2007年建立统计直报系统 

    9万家机构上网报送年报季
报月报、医改监测数据 

    4级卫生行政部门统计人员
在线汇总审核 

全国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 

2002-2013年 

统计数据库 



顶层设计   

高端远程会诊中心 

国  家 
信息平台 

远程监护 

基层远程 
会诊系统 

 

12省 

23省市 

全程药品监管 

整合资源 统筹规划 夯实基础 
国家投资推动卫生信息化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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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收费、取药(HIS) 

数字影像(PACS) 

1、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入 

EMR 

LIS 



积极推行医院信息化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 

医院信息平台——构建智能化医院顶层设计 

实现可及、连贯、简约、智能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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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截止2012年底，12个省（市） 

                健康档案建档率83.3% ,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78.2% 

2010-2012年电子健康档案累计建档率   

35%

28%

37%

①初级模式

②中级模式

③高级模式

 电子健康档案建设模式               

34%

66%

81%

20%

40%

60%

80%

100%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城市

农村

合计

2、电子健康档案建设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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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的12个省中，9个省
已建立省级卫生信息平台，
实现卫生信息的共享交换与
统计分析，辅助科学决策 

 调查的147个地级市中，
62%已建立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全部实现与省级平台互
联互通，实现健康档案调阅、
双向转诊、重复检验检查提
示、绩效考核等业务应用 

省级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进展顺利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建设推进快速 

区域平台 

实现与省级平台
互联互通 

上海、北京、云南 

等省实现全省跨地
域信息交换共享 

70.3%

94.5%

91.2%

53.8%

0.0% 50.0% 100.0%

注册服务

数据采集

调阅服务

文档注册

79.1%

85.7%

93.4%

0.0% 50.0% 100.0%

居民服务

功能

医疗机构

服务功能

政府决策

服务功能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情况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情况 

40.3%

69.4%

87.8%

0.0% 50.0% 100.0%

西部

中部

东部

东、中、西地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3、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2014年8月 DICOM 成都研讨会 孟群 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与卫生信息标准 10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健康档案建设 

公共卫生管理机构 

医院 B 

转诊 

信息交换与共享  
 

信息交换与共享  

疾病报告 

信息交换与共享  

随访 

信息交换与共享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医院 A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0个省份已建立省级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河北、
山东、湖南、广东等8个省份正在开展省级卫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全国已建立地市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152个，建立县区级卫生信息平台372个 

 截止2012年底，12个省市健康档案建档率83.3% ,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78.2% 



综合会诊 

PACS/病理/心电联合会诊 
UCLA医学中心 波士顿医学中

心 

印尼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浙江省 

 4、远程医疗系统建设与应用成效显著 



局域网 

PACS 

全高清术野 

场景 

全高清腔镜 

高清彩色超声 

C型臂 

监护 

         远程手术与教学指导 



人
口
健
康
信
息
标
准
标
准
体
系 

信
息
安
全
防
护
体
系 

全国卫生、计生资源整合--顶层设计 

地市级人口健康区域信息平台 

国家级人口健康 
管理平台 

省级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 

中西医协同的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基层医疗卫生管理 
信息系统 

医疗健康公共服务 
信息系统 

电子健康档案
数据库 

电子病历 
数据库 

人口健康统一网络 

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 

药品管理 

综合管理 

区县级人口健康区域信息平台 

计划生育 
全员人口个案

数据库 

3G网 互联网 GPS卫星网 

卫生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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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卫生信息化建设与发展 

   卫生信息标准发展现状 2 

3    DICOM标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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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发展历程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5 

主要学习了解国际国内先进
经验和发展动态，开展课题
研究，探索建立我国卫生信
息标准化适宜技术和方法 

初步建立国家层面卫生信息
标准管理组织，确立了卫生
信息标准工作的重点方向和
体系框架，围绕改革需求制
定了一批有较高质量、较高
科技水平的标准成果 

进一步健全完善卫生信息标准
体系和组织体系，加强科学研
究，理清卫生信息标准工作的
目标和重点，推进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富有创新的卫生信息
标准科学发展格局 

  探索研究、积累经验 

快速发展、巩固创新 

 规范管理 、重点突破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       
  2010年） 
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框架及技术指南 
中国医院信息系统基本数据集标准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基本数据集标准 
中国妇幼保健信息系统标准 
社区卫生服务信息系统标准 

第五届卫生标准管理委员会下增设 
  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制定统一标准化方法和标准描述规范 
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 

  标准 
区域平台和医院平台技术解决方案 
主要业务应用系统数据集标准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新成立信息标准处 
根据医改需要提升标准开发速度和广度 
重点加强了区域卫生信息化急需的数据 

   交换标准和中央投资重点业务系统建设 
   技术规范的研发 
编制《“十二五”卫生信息标准工作重  

  点及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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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信息标准组织管理架构 

国家卫计委 
法制司 

卫生部统计 
信息中心 相关业务司局 

信息标准 
专业委员会 

信息标准处 信标委秘书处 

国家卫生标
准委员会 

卫生部卫生
监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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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类标准 
标准体系与 
技术指南 

管理类标准 

 技术类标准   数据类标准 

数据元 

分类与编码 

卫生信息模型 医学术语 

共享文档规范 

数据集 

 系统功能规范 

 系统技术规范 

信息安全规范 

 

测试与评价 监理与验收 

 
 
隐私保护规范 

 

 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的卫生信息标准分类不同，反映

了特定的分类目的和卫生信息标准发展的进程 

 借鉴国际及发达国家标准组织经验，提出我国卫生信

息标准体系框架，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 

中国卫生信息标准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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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计划数 实际数 发布/报批数 送审数 正在研制数 

2008年 8 10 10 0 0 

2009年 7 7 7 0 0 

2010年 8 8 8 0 0 

2011年 108 129 126 3 0 

2012年 7 50 49 1 0 

2013年 22 37 17 13 7 

2014年 7 7 0 0 7 

合计 167 248 
217 

（不含2007 年4  项） 
17 14 

目前以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卫生信息平台以及主要业务系统为重点的 

相关标准规范已制定完成，能够满足当前区域医疗互联互通建设的基本要求 

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制修订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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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研发问题 

  标准应用问题  

  长效机制问题 

•标准空白点较多 

•在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存在不足 

•缺乏适合我国中西医结合特色的系列标准 

•标准应用情况各地差异巨大 

•各地卫生信息化建设规范性和约束力不足 

•缺乏常态化的标准应用推广与监管制度 

•卫生信息标准开发、更新维护、应用推广等
均缺乏专项投入 

•卫生信息标准专业人才和专家稀缺 

•标准审批、颁布流程时间长、效率低 

卫
生
信
息
标
准
工
作 

面
临
挑
战 

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工作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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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互通
和信息共享
为突破口 

  宣传培训与追踪调查 
 标准测评与应用监管    
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 

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逐步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加强理论方法及政策研究 

自上而下与
和自下而上 
相结合 

深化医改 
信息化 

中国卫生信息标准工作发展思路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科学、系统、量化、公正的 

   卫生信息标准符合性测试技术体系和评定管理机制，促进国家标   

   准的应用推广，建立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医改任务顺利实施。 

 

 

一星级 三星级 五星级 

数据集 数据集 共享文档 平台规范 数据集 共享文档 平台规范 

要
求
逐
级
提
高 

卫生信息标准符合性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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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卫生信息化建设与发展 

   卫生信息标准发展现状 2 

3    DICOM标准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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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ICOM标准在中国--发展历程 
 

DICOM标准跟踪：推广DICOM标准在国
内应用，完成DICOM标准体系、结构、消
息机制及服务类等理论体系研究。 

DIICOM标准学习：完成DICOM服务类底
层技术实现，将国际DICOM标准与中国标
准进行融合，实现DICOM标准的本土化应
用。 

标准的应用与创新：中国特色DICOM标准成为国际DICOM标
准的一部分，完成标准制修订工作。制定标准如下： 

《医学数字影像中文封装与通信规范》 

《医学数字影像通信基本数据集》 

《DICOM CP1234》 

《医学数字影像与通讯中文符合性测试规范》 

2014 

2008 

2003 

1996 

阶段 

时间 



以DICOM 

应用为主 

PACS 

RIS 

        DICOM标准当前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是系统的信息是否具有与其

他厂商设备或者系统进行交互的关键，涵盖了医学数字图像的采集、归档、通信、显
示及查询等几乎所有方面。 

远程医疗 
影像处理 

影像的显示 

医疗设备 

 2、DICOM标准在中国--使用现状 



2014年8月 DICOM 成都研讨会 孟群 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与卫生信息标准 26 

 

制定年限：2009 

标准编号：2009-16-01 

评审情况：已通过评审 

制定年限：2011 

标准编号： 2011-15-84  

评审情况：已通过评审 

制定年限：2014 

标准编号： 20140105 

评审情况：已通过草案评审 

《医学数字影像中 

文封装与通信规范》 

《医学数字影像 

通信基本数据集》 

《医学数字影像通讯 

中文符合性测试》 

 3、DICOM标准在中国--国内标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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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OM CP1234 

 
 
 

 
 

 需求定义 

 早期草案 

 公众意见草案 

 中期草案 

 试使用草案 

 投票文本 

 最终文本/标准 

制定过程 

制定过程历时2年 

(2011.01-2012.12) 

2013年加入DICOM标准最新版 

2014年加入DICOM标准A版 

DICOM CP  

1234 

 
 

 

标准意义 

 填补了国内DICOM标准的研究领域的空白； 

 为同行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提供了经验； 

 实现了DICOM标准的中文正确封装； 

 实现医学数字影像在中文环境下的一致性显示； 

 为DICOM标准的本土化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4、DICOM标准在中--国际标准成果 



–  以国内高校为基础 

–  DICOM标准人才培养 

–  进行标准的基础研究 

标准基础研究 

–  以各医疗企业为基础 

–  以各医疗机构为导向 

–  开展DICOM标准应用研究 

标准应用研究 

–  医疗设备接口标准化 

–  PACS系统接口标准化  

–  RIS接口的标准化 

接口标准化 

–  PACS系统 

–  RIS系统 

–  其他医疗影像处理系统 

系统标准化 

–  医疗影像系统之间 

–  医疗影像系统与设备之间 

–  跨区域医疗影像的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 

–  CIMICS为基础 

–  跟踪最新DICOM标准发展 

–  定期发布DICOM标准动态 

–  举办学术交流会议 

标准跟踪学习 

产—学—研 

        以标准研究为基础，以标准应用为导向，以国际DICOM标准中国委员会为纽带，

联合国内高校、医疗机构（医院）及医疗企业，形成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推广DICOM标准的本土化应用。 

转化 

以应用促标准 

 4、DICOM标准在中国--工作展望 



组织开展学术讲座 

参与/举办国际会议 

构建标准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促进DICOM标准应用 

 4、DICOM标准在中国--国际交流 



信息惠民  智慧卫生  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