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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信息化助力医改新发展

深圳市卫生计生委

罗乐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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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信息化在医药体制改革中的位置



“十二五”期间，我委将全民健康信息化工作作为推进健康医

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医改的重要抓手。

搭建了以居民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化主体框

架，建设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计划生育、药品管理等业务系

统，初步实现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之间的业务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

在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市民就医感受性、助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2016年8月，我市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通过获得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试

，获得四级甲等荣誉称号，全民健康信息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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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大数据中心

3大核心数据库

6大业务应用信息系统

1张健康卡

包括网络、存储、计算等基础设施

包括市、区两级平台

包括全员人口信息库、电子健康档案库、电子病历库,以及由这三大核心库和其它主题库共同构成的

市健康大数据中心

包括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

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管理

和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依托健康卡实现多项便民惠民

服务

一、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

（一）顶层规划

制定了“十三五”深圳市人口健康信息化规划（“12361工程”）

2市区两级平台



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保障和改善民生、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健康为出发点：

 建立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全民健康信息化管理机制，建设和完善标准体系；

 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建设高效互联、安全可靠、融合

开放的全民健康信息化支撑体系；

 建立和完善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全员人口三大基础数据库，汇集多方资源，构建全民健

康大数据中心；

 加强业务信息系统建设，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为中心，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息互

联互通和共享，以及全面的业务协同。

到2020年我市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有力支撑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健

康服务、智能医疗服务、精细化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开展，以及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促进智慧

深圳和健康深圳的建设。

二、总体目标

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

一、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

（一）顶层规划



领导小组

委机关各处

室

各区（新区）

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

委直属医疗

卫生单位

市属医疗

单位

各基层医疗

集团

市非公立医疗

机构行业协会

办公室

（二）组织保障

成立深圳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卫生计生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

长，市卫生计生委、市医管中心分管领导任副组长。

一、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



项目获得政

府投资，批复

同意建设内容

和规模。

（三）政策和资金保障

从组织保障、

制度建设、标准

规范、任务分工

、信息惠民等方

面进行统一设计

与统筹协调。

一、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



正在运行的标准如下：

• 《深圳市区域卫生计生数据集 (2016版)》

• 《深圳市区域卫生计生数元 (2016版)》

• 《深圳市区域卫生计生数据交换标准规范(2016版)》

• 《深圳市区域卫生计生数据代码标准(2016版)》

• 《深圳市电子病历签名技术规范》

• 《深圳市卫生计生行业个人信息保护规范》

• 《深圳市社康中心建设技术规范》

• 《深圳市社康中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规范》

制定出台了《深圳市区域卫生计生数据交换标准规范》、《深圳市区域

卫生计生数据代码标准》等20多种标准和规范。

（四）标准和规范

一、注重信息化顶层设计



妇幼保健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卫生监督

慢病管理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

社区健康

2012年初步建成市级信息平台，提供包括健康档案在内的基本医疗、公共

卫生、卫生综合管理、居民自助等服务。平台初步形成基于个人信息的统一管

理和医疗卫生业务数据共享机制。

（一）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整合各级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疾病控制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

（一）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基
本
架
构

整合各级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数字化医院建设方面
目前，全市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5级有1家， 4级有13家，3级有26

家；部分医院试点建设了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集成平台，医

院信息化水平逐步提升，服务能力得到逐步提高。

计划生育方面
建设了计划生育管理系统，实现了计生证明数据全市共享，提高了计生

服务和管理水平。

公共卫生方面
建设了慢病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值守、医疗急救、社区健康服

务、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信息系统，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水平

。

六
大
业
务
体
系

以业务驱动为主线，务求实效，提升行业治理应用水平

（一）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深圳市医学信息中心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药品管理方面

建设了全市统一的用药监管系统，进一步加强了药品使用的监管。

综合管理方面

建设了卫生统计、患者满意度评价、决策支持、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医

院信息化电子病历评估管理等系统，提升了综合管理水平。

医疗保障方面

实现了我市全部公立医院、社康中心与医保系统互联互通，市民可以

持医保卡在医院无障碍就医看病。

六
大
业
务
体
系

以业务驱动为主线，务求实效，提升行业治理应用水平

（一）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数据中心接入65家公立医院、600多家社康中心、全市公卫机构机构及部分民营医院

。 76亿笔的业务数据、超过10T容量的结构化数据，共建立1800多万份健康档案。

现有数据情况：
76.6亿条

数据存储
情况

现容量：36T

已使用：28T

（二）健康医疗数据中心

实现全市健康医疗资源汇聚、整合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罗湖区域
卫生数据中心

罗湖区域卫生平台
医院信息平台

三大业
务应用
系统

公共卫生
管理系统

卫生综
合

管理系
统

医院
信息
管理
系统

深圳市
健康医疗数
据中心

其他区域
卫生数据中心

优化罗湖区医疗资源配置

、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

（三）罗湖区医联体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二、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云诊所系

统

内部管理

医护业务

便民

政府监督

云诊所信息系统
以免费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全市各诊所使用，提供便民、医护业务、内部管理、政府监

管等服务功能，解决目前诊所服务和管理中存在的难题，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统一配置。

（四）云诊所系统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一）健康深圳网

深圳健康网 健康深圳APP 深圳市健康网公众号
在应用市场中搜索“健康深圳”并下载 微信关注“深圳市健康网”www.newhealth.com.cn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打造便民惠民服务平台，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烦的问题。

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



（一）健康深圳网

智能导诊和全流程就医
服务

健康档案查询服务

远程会诊服务

健康科普服务

规培继教服务

一网式查询服务

“深圳健康网”和“健康深圳APP”是一个面向市

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统一信息服务门户，包含智

能导诊和全流程就医服务、全科医生专项预约服务、

健康档案查询服务、一网式查询、远程会诊、健康科

普、继教规培、信息共享和统一支付等功能。市民只

要登录“深圳健康网”或“健康深圳APP” ，就能

获取到所需要的各种就医和办事服务。

社区全科医生专项预约
服务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健康深圳网持续改进就医全流程诊疗服务，实现各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和服

务协同，改善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地域限制、时间限制等状况，有效提升市民

就医体验。

目前实名制注册用户1020万人

累积服务用户3217万人次

日均预约量超5万人次

全市公立医院的预约比达41%

市属医院达到82.3%以上

与支付宝、微信、平安壹钱包等

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在17家公

立医院试点，率先实现医保诊中

移动支付。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二）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报

深圳市以龙华人民医
院为代表，今年至少
5家医院实现新农合
跨省就医联网结报上
线；明年至少完成20
家医院上线服务。

接
入
模
式

深圳市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任务之一，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提升市民获得感。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三）便民大数据应用

市民电子健康手册方便市民了

解和使用政府免费提供的20项公

共卫生服务。

形成了一张覆盖全市常住居民

的“健康网”，监测着各种健康

危险因素，提供预防保健和及时

干预，重点保障易感人群，比如

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传染病

及慢性病患者。

市民电子健康手册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三）便民大数据应用

深圳急救布局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打造深圳急救布局。

优先分级调派系统、基于

AED(除颤器）配置，形成急

救电子地图，可使急救效率

大幅提升。

三、增强便民惠民服务能力



实现市民从预防保健到临床诊疗、从临床诊疗到康复护理，从出生

到死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和管理，并及时动态掌握医疗资源，

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
社康服务平台

四、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四、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双向转诊系统
打通社康中心与上级医院之间的上转、下转通道，实现诊疗

信息共享，助力推进“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

政策的落实，加强医疗信息资源上下联动。



远程会诊系统 为优质资源下沉、服务能力提升提供有力保障，推进社康全

科医生与医院专科医生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四、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社康服务

“四”优先

促进普通门诊下沉、为专科号源优先、接诊优先、检查优先

住院优先提供技术支撑。

四、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家庭医生一体化
服务

积极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促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为健康产业植入
‘ 智慧之芯’。

四、落实分级诊疗工作



五、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居民

卫监

社康

慢病

精神病
防治

急救

疾控

血液

在引导各医院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的同

时，探索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改变了

以往医院系统间“点对点”式的信息共享与

交换模式，形成“以集成平台为核心”的系

统集成模式，采用国际先进的系统集成技术

以提高我市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

医疗影像系统

医疗检验系统

临床支持系统

运营管理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

对外公布

临床信息系统

医院管理系统

全市公立医院信息
化系统通用版本

在国内率先探索了基于HL7的院内集成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建成
我市公立医院信息系统通用版本软件，以便达到版本统一、流程
一致、共享方便的效果。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综合管理平台

• 工作负荷情况

• 资源占用情况

实时监测

• 突发事件

应急调度

• 诊疗秩序维持

• 服务时效保障

医疗安全

人民 北大二院 三院港大 儿童眼科 康宁中医 妇保 孙逸仙 南方医 肿瘤

日常管理：

市属公立医院运营
管理系统

对市属公立医院实现人力资源、固定资产、预算、财务监管、成

本核算、绩效等人财物信息的统一管理，提升市属公立医院的运

营管理效率，提高医院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五、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五权管理系统
进一步规范医院“五权”的行使过程，有效避免行使过程中出现

的违规，减少出现违规的风险，有力改善医患者关系，使“五权

”的监督管理更加规范化、透明化、方便化。

五、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医师点执业
共享平台

为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注册信息申报、多点执业报备、医师

信息查询等服务，实现“统一注册、全市通用”，助力营造公平

开放的市场环境。

五、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医师信用管理系统
记录医师执业过程中的信用行为，建立医师执业信用档案，促进

行业自律，为推动深化医改、促进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

五、加强公立医院监管



同步基础信息

统一招标
药品交易

监管系统

省采购
平台

采购计划拆单

政府管理机构

GPO

医疗机构

采购计划

医院基础
信息

GPO基础
信息

同步基础信息

生产企业

配送商

采购订单

入库信息 配送单 配送单

管理监管

六、支撑药品采购改革

药品监管系统
进行集团药品的采购模式创新，统一药品字典，加强采购、配送

和使用全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监督，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降低药品

采购供应成本。



（四）健全公立医院成本控制激励约束机制

在保障用药质量安全并承诺采购总费用降幅目标
的前提下，遴选第三方专业化药品集团采购组织

为全市25家公立医院临床常用药品提供
“团购”服务

药品集团采购改革试点工作已基本完成
了1046种药品的谈判议价工作，并开始
陆续供应。

据初步测算，药品综合降幅达22.57%,
可降低药品采购费用15.37亿元。药 改

六、支撑药品采购改革



汇报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