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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内容概要

《电子病历系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全国网络与信息技术培训考试项目（NTC）医疗信息化专业指定
教材。根据国务院及卫生部关于以“电子病历系统”为核心的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文件精神编写，内容
包括电子病历系统概述、电子病历的基本功能、电子病历系统架构与数据处理、电子病历集成平台、
电子病历安全法规与技术、电子病历的临床与科研一体化、电子病历与区域医疗、电子病历的应用管
理、电子病历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电子病历发展趋势。附录中给出了《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试
行）》。
《电子病历系统》适合作为医疗体系从业人员培训认证教材，也适合医药类院校师生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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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作者简介

胡铮，高级工程师、全国网络与信息技术培训考试管理中心（NTC-MC）主任、全国网游动漫学院项
目管理办公室（GCC-MO）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培训中心副主任、工
业和信息化部IT及游戏动漫职业技能培训考试指定系列教材主编。

    特长：国家一级武术师、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

    社会任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IT人才培养课题负责人、广东省公安厅计算机信息网络安
全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禅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生态学会高新技术技能培训基地主任、广东
省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医学信息协会常务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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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3 我国电子病历系统发展的局限性与欧美发达国家和一些医疗发达地区相比，我国
在电子病历理论、技术研究与应用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内关于电子病历的研究和应用始于2000年
左右，早期主要是以满足病历文档的电子化需求为主，研究快速、便利的医疗文档编辑技术成为电子
病历领域的热点，其中，依托“军卫一号”工程，由广州军区总医院牵头开发的类Word病历编辑器技
术逐渐发展成为病历电子化的主流技术模式，在全军医疗机构以及不少地方医疗机构中得到广泛应用
。随着病历电子化应用的日益深化，来自医疗机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成为推动我国电子
病历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医务部门对病历质量的关注，促进了病历质控管理功能的发展；临床医生
对获取患者全面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临床数据集成技术的发展；临床研究人员对科研数据收集和应用
的需求，对电子病历的内容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总的来说，我围目前电予病历研究和应用仍然
处于初级阶段，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2009年，国家启动新医改工作，标志着电子病历研究和
应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医疗机构取代企业成为这个领域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尤其是卫生
部相继出台《电子病历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功能规范》、《电子病历基本架构和数据标准》、《
卫生系统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等标准规范文件，为电子病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技术指导框
架，将我国电子病历应用引入快速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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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编辑推荐

《电子病历系统》：老百姓看病难，就诊重复检查，看不懂一纸天书病历，怎么办?方便、快捷、规范
、高质的医疗诊断，高效低成本的医院管理，如何实现?还靠电子病历系统!国内第一本电子病历系统
权威读本!由国内电子病历及医疗信息化专家指导编写卫生部首批电子病历试点医院信息中心建设电子
病历系统的实战经验总结医院信息化建设、电子病历系统建设人员的必读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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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精彩短评

1、拿到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作者，看介绍这位老师简直一个人顶一个中超上海上港队：文武峥嵘
啊。互联网、武术、动漫⋯⋯再说这本书，真不错，高屋建甄的讲了电子病历系统以及相关知识。《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解读的很到位。但是正如前面评论提到的，他只是告诉你该做什么，而不是
将该怎么做的，讲的是需求层面，不讲dicom怎么变成图像。当前阶段，不但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投入
到医疗信息化的大潮中，更急切呼唤从业者们探索和遵循规范，不要政出多门，造一幢巴别塔。
2、还没有读啊，几把等等啊
3、这本书对于综述性的东西还是比较有用的，建议再要买的人看清楚是基于技术指导还是综述性的
。这本书在技术指导上做的比较少，就是告诉你有什么，没有告诉你怎么做。有一定计算机编程基础
的人适合这本书；如果只是了解的话，也适合；其他的没什么。总体上一般，还行⋯⋯
4、真是及时雨！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这类书！内容也很全面，正好解了我们燃眉之急！
5、知道了什么是电子病历，但却没有具体的操作程序
6、书不错的，很好，物流也很快，非常棒
7、颇能了解到一些皮毛，希望今后能增加中英对照术语表
8、okokokomokokpk
9、很好，就不知道里面的系统截图是哪家公司的系统。
10、很好、很实用的书。
11、《VISUALSTUDIO2010和UML黄金法则〉还算一般吧
12、价格实惠，书本内容精彩
13、公司买的，一共进了三本
14、内容还可以，不过，对排版和理论叙述觉得还有欠缺
15、对于刚接触电子病历系统管理工作的我来说 ，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了解从全局把握电子病历系统
，便于系统学习。
16、这本书内容很好，很是我想要的
17、确实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电子病历系统的书。医疗信息化的未来，所谓物联网医学或者健康物联网
的基础都是电子病历系统。
18、很严肃的一本书，没有图例。
19、这本书还需要多研究研究
20、发货速度快，和心中想的一样。辛苦了！需要还会再来的。
21、写得比较抽象，文章不够生动，但是是国内手本，评价还可以吧
22、对于培训来说，比较实用，对于电子病历做详细深入了解，是本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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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病历系统》

精彩书评

1、真是及时雨！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这类书！内容也很全面，特别是第二章，利用临床实践实例，非
常贴切地解读了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为医务从业人员很好的介绍了电子病历系统的使用，为系统
设计人员完整详细的介绍了设计需求。好好研读！寻志同道合者交流！
2、拿到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作者，看介绍这位老师简直一个人顶一个中超上海上港队：文武峥嵘
啊。互联网、武术、动漫⋯⋯再说这本书，真不错，高屋建甄的讲了电子病历系统以及相关知识。《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规范》解读的很到位。当前阶段，不但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投入到医疗信息化的大潮
中，更急切呼唤从业者们探索和遵循规范，不要政出多门，造一幢巴别塔。
3、这本书确实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电子病历系统的书。医疗信息化的未来，所谓物联网医学或者健康
物联网的基础都是电子病历系统。作者实际上是这本书的副主编王韬先生及其指导下的团队（编委会
那页中的编委）。王韬先生是医疗信息化和电子病历系统建设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天坛医院是目前卫
生部首批电子病历试点单位中医疗信息化和电子病历实施成功的典范。像电子病历这样的系统建设，
往往是唯IBM、微软这样的公司领风骚主导开发，但实际上国内医院的信息中心也可以主导开发，而
且应该主导开发。王先生参与到国家标准规范的制定之中，对系统的建设也非常有经验，所以本书的
一大特色就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去告诉医生们到底为什么要实施电子病历，医生如何充分利用电子病历
中的各个功能，使用电子病历时要注意什么问题，国家目前的规范标准中尚未考虑或者遗漏的一些问
题也特别提到，在电子病历系统的开发中需要特别注意补充相关功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告
诉医生电子病历其实是一个临床与科研一体化的平台。所以医生要学会如何遵循一定的规范去利用电
子病历进行数据采集以利于后续的科研，如何充分利用临床数据仓库、知识库，进行科学研究。随着
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将来区域医疗将会大发展，未来公共卫生领域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流行性疾病防
控。随着物联网的兴起，有专家院士提出物联网医学，而物联网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健康物联网，这
些的基础毫无疑问需要依靠电子病历系统的建设和普及。通读本书，感觉小时候的科学幻想正在变成
可以遇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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