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意见

国卫办规划发〔2020〕1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

医药局，委（局）机关各司局，委（局）相关直属和联系单

位，委（局）属（管）医院：

为加强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标准的

规范、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5G 等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的创新融合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

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精神，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是服务公共卫生、人口健康、医

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和综合管理等业务领域，

涵盖基础设施、数据、技术、安全隐私和管理等内容，由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组成的有机整体，

是卫生健康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卫

生健康行业坚持开发和应用两手抓，不断加强全民健康信息

标准化建设工作。截至 2020 年 8 月，现行有效信息标准共

227 项，基本建立了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标准规范和医院信息



化建设标准规范，初步形成了全民健康信息化标准体系，大

力推动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应用，有力支撑了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但仍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标准评估和应用管理不规范、

部分标准应用不协同不统一等问题，不同程度影响了标准支

撑作用的充分发挥。

当前，国家提出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兴信息技术

与卫生健康事业的深度融合，为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提供了

广阔空间，也对标准开发与应用管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面

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需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

医药主管部门，下同）坚持统筹规划、急用先行、规范管理、

强化协调、提升能力、完善支撑的基本原则，在标准研究制

定、应用推广以及实施评价与规范管理等诸多环节加强制度

建设，推进标准化工作机制创新，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统一协调、运行高效的卫生健康信息标准化工作新格

局，努力构建权威统一、全面协调、自主可控管理规范的信

息标准化体系，发挥好信息化标准在引领技术创新、驱动事

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

（一）促进全民健康信息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

1.加快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推进基于电子健康

档案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公共卫生、基本



医疗、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要严格遵

循已经发布系列数据集、区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等强制性信

息标准，以及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指引等文件。积极推进

公共卫生、基层医疗卫生等信息系统与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规范连接，实现区域内数据整合共享。围绕分级诊疗、家

庭医生签约、个人健康管理、区域医疗协同、医学人才培训

等业务要求，加快研究编制全国统一的唯一对象标识、区域

检查和检验规范、药品耗材应用编码、数据资源目录、对象

注册与解析等基础标准。

2.强化全国医院信息平台标准化建设。执行国家卫生健康

委印发的疾病分类与代码、手术和操作编码、常用临床医学

名词、电子病历数据集、电子病历共享文档等规范、标准，

执行《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等文件，

结合《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

技术指引（2017 年版）》及《全国医院数据上报管理方案（试

行）》等，加强疾病报告、健康服务等数据的采集与共享，

统筹做好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和卫生健康信息

标准应用成熟度评价工作，推进医院信息化标准评价一体

化。加快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和临床数据中心建

设，提升标准应用水平。加快研究编制医学术语、检查检验

代码、药品耗材应用编码、数据交互接口、数据分析、临床

决策支持等基础标准。



3.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标准化建设。基于区域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严格遵循卫

生信息数据元等强制性标准，按照《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系统标准化建设和应用水平，满足基层基本医疗、基本

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控、妇幼保健、慢病管理、老年健康、

健康教育等服务，支撑药品供应保障、中医药服务和综合管

理等应用。推进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化系统标准化建设，鼓励探索云化部署方式。

4.完善公共卫生信息标准化建设。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构建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制订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

范，整合各类传染病监测系统，优化传染病疫情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监测系统；建立健全突发传染病疫情预测预警信

息系统，促进新兴信息技术应用，强化公共卫生信息化应用

功能。强化医防融合，建立公共卫生数据上报规范，组织开

展重大疾病监测业务协同基本数据集的制订工作，加快公共

卫生数据交换共享文档、接口标准等信息标准的制修订，按

照医院数据上报规范实现电子病历数据自动抓取，强化医院

数据共享，强化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标准化共享，保障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据上报满足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需求。推动实现卫生健康相关数据与医保、出入境卫生检疫、



公安、工信、交通、网信、食品药品、动物疫情等信息的协

同共享。

5.优化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标准化建设。落实《国务院关

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要求，加快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和“互联网+监管”

系统建设标准规范。研究制订《关于加快推进卫生健康行业

电子证照建设与应用的指导意见》等管理规范，推动电子证

照和电子印章跨部门、跨层级的互信互认。依托全国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加快推动卫生

健康政务服务数据和“互联网+监管”数据的标准化、规范

化。

6.统筹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建设。修订《中医药信息标准体

系表》《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基本规范》《中医医院信息系

统基本功能规范》。加快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与制定，组织

制订中医药信息标准通则类标准和规范，开展“互联网+中

医药”、中医药健康服务等领域的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加

强中医药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开展中医药数据标准的制修

订。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

与信息学领域国际标准制定。

（二）加强全民健康信息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1.全面优化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全民

健康信息平台，构建标准统一的全员人口主索引，进一步提



升全员人口信息数据标准化水平和质量，整合相关业务系

统，逐步实现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行业内实时共享，以及与

公安、教育、社保、医保和民政等部门信息平台的业务协同，

为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

基础支撑。

2.加快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建设。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要求，推进健康档案共享文档标准应用，全面推进

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建设。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逐

步推进医院信息平台、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和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实现居民个人健康档案

信息自动归集、动态更新和规范管理，推动电子健康档案务

实应用和逐步向个人开放。

3.规范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以中西医电子病历为核心，

遵循电子病历信息标准，依托医院信息平台整合医院内部信

息资源，实现与区域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推进公共卫生和

患者服务信息共享，建立国家和省级电子病历数据库。加快

实现居民基本健康信息和检查检验结果等在医疗机构之间

的信息实时更新、互认共享。

4.完善基础资源数据库建设。依托国家和行业已发布标

准，完善基础资源数据库框架体系和标准统一性，加强基础

资源数据库建设，逐步实现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专业人

员、医疗救治、公共卫生服务、医疗设备、药品耗材、健康



管理、产业发展、信息服务和科技创新等医疗健康基础数据

和公共信息资源的集聚整合。

（三）推进新兴信息技术应用标准化建设

1.加强“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标准化建设。加强“互

联网+医疗健康”标准的规范管理，加快制订应用医疗服务、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信息共享等基础标准。落实准入

标准和执业标准，规范发展互联网医院，构建覆盖诊前、诊

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强化远程医疗服

务标准应用，健全远程医疗标准规范，推进网络可信体系标

准化建设。

2.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规范应用标准化建设。按照《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

统筹规划、组织制订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建立健康医疗大

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加快健康医疗数据采集、数据开放、指

标口径、分类目录、数据接口、数据质量、数据交易、技术

产品、安全保密等标准的制订和实施，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

分类分级分域开放应用。鼓励具备能力的学会、协会组织医

疗机构和专家制订相关团体标准。

3.推动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应用标准化建设。研究制订医学

人工智能应用研究指南，推进医学人工智能在智能临床辅助

诊疗、医用机器人、人工智能药物研发、智能公共卫生服务、

智能医院管理、智能医疗设备管理、智能医学教育等领域应



用试点和示范。加快研究制订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应用标准

和安全标准，构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及安全测评标准，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质量，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安全管理。

4.鼓励医疗健康 5G 技术应用标准化建设。明确 5G 在医疗

健康领域应用场景，加快 5G 医疗健康应用标准研制，针对

应急救治、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示教、远程超声检查、远程

内窥镜检查、移动重症监护、移动医疗设备管理、移动医护、

智慧养老、远程机器人手术等方面开展应用研究，建立“5G+

医疗健康”应用的网络架构、通信协议、数据接口、业务服

务、信息安全等标准，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借助 5G 技术优化卫生健康网络基础设施，推进应用创

新。

5.探索医疗健康区块链技术应用标准化建设。探索研究区

块链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场景，加快研究制订医疗健康领域

区块链信息服务标准，加强规范引导区块链技术与医疗健康

行业的融合应用。加强数据互联互通和数据溯源，鼓励医疗

卫生机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医疗联合

体、个人健康档案、电子处方、药品管理、医疗保险、智慧

医院管理、疫苗管理、基因测序等方面的应用。

（四）加强网络安全标准化建设

1.完善行业网络安全标准体系。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推进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商用密码应用、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制度在行业落地实施，研究编制卫生健

康行业网络安全技术、医疗卫生机构安全能力评估、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识别认定和保护等标准。

2.强化数据安全标准研制。围绕大数据应用和数据联通共

享的安全需求，从个人信息安全、重要数据安全、跨境数据

安全三个方面，研究编制数据分类分级、数据脱敏、去标识

化、数据跨境、风险评估等标准。

3.推进行业应用安全标准研制。为指导行业应用安全规

划、建设和运营工作，研究编制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评估、数

据应用安全能力成熟度评估等标准。

三、强化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将标准

化实施工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计划，将标准化建设成效纳入

年度目标任务，让标准化建设成为信息化工作的关键要素和

重要基础。加大各类信息标准化测评工作统筹力度，推进测

评工作规范有序开展。依据强制性标准和部门职责，加大开

展推广和落实力度，确保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建设的规范

性。

（二）规范流程管理。制定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应用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大力推进应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鼓励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学会、协会、企业



等参与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研制工作。提高标准技术审查

质量，完善标准管理流程，提高审查和发布效率。积极推动

信息标准化评估体系建设，促进标准贯彻执行和落地应用。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和发布信息化相关标准和文件，

要经所在单位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或其办公室

同意。

（三）推进标准落地。国家建立卫生健康信息标准元数据

管理系统，将已出台的标准以查询、接口、工具下载等多种

方式向社会提供，提升卫生健康标准服务的便捷性。各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发布的各

项信息化标准和文件，鼓励各地在此基础上加强信息化标准

的创新研究工作。定期开展标准落地实施的监测评价工作，

及时了解掌握各地标准的落地实施情况，加强标准应用创新

典型案例的宣传推广工作。

（四）强化服务保障。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

全民健康信息标准化人才培养和经费保障，鼓励开展在岗人

员继续教育，全面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对标准化高端急需人才

和基层实用人才的培养，逐步建立健全稳定的人才队伍。完

善政府信息标准公开工作，在已经公开的标准文本基础上，

增加检索功能，方便各地开展工作。加强新旧标准的衔接协

调，保障新标准顺利落地，强化对已发布标准的应用培训，

加强技术指导，推进标准贯彻执行。



附件 1

卫生健康行业信息化有关文件目录

序
号

文件号 文件名

1 国办发〔2018〕26 号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2 国办发〔2016〕47 号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3 国卫规划发〔2020〕16 号 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4 国卫规划发〔2017〕6 号 “十三五”全民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

5 国卫规划发〔2017〕25 号 “十三五”全民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规划

6 国卫规划发〔2018〕23 号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7 国卫办规划发〔2018〕13 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内数据资源管理服务办法（试行）

8 国卫办规划发〔2018〕4 号 全国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

9 国卫规划函〔2019〕87 号 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

10 国卫办规划函〔2019〕383 号 全国医院上报数据统计分析指标集（试行）

11 国卫办规划函〔2019〕380 号 全国医院数据上报管理方案（试行）

12 国卫办规划函〔2017〕1232 号 医院信息化建设应用技术指引（2017 年版）

13 国卫办规划函〔2016〕1110 号 医院信息平台应用功能指引

14 国卫办规划函〔2017〕1011 号 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

15 国中医药规财发〔2016〕36 号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十三五”规划



附件 2

现行有效卫生健康行业信息化标准目录
（截至 2020 年 8 月）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疾病分类与代码 GB/T 14396-2016

2
全国卫生行业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商品、物资）
分类与代码

WS/T 118-1999

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WS/T 303-2009

4 卫生信息数据模式描述指南 WS/T 304-2009

5 卫生信息数据集元数据规范 WS/T 305-2009

6 卫生信息数据集分类与编码规则 WS/T 306-2009

7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部分：总则 WS 363.1-2011

8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2部分：标识 WS 363.2-2011

9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3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

济学特征
WS 363.3-2011

10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4部分：健康史 WS 363.4-2011

1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5部分：健康危险因素 WS 363.5-2011

12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6部分：主诉与症状 WS 363.6-2011

13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7部分：体格检查 WS 363.7-2011

14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8部分：临床辅助检查 WS 363.8-2011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5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9部分：实验室检查 WS 363.9-2011

16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0 部分：医学诊断 WS 363.10-2011

17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1 部分：医学评估 WS 363.11-2011

18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2 部分：计划与干预 WS 363.12-2011

19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3 部分：卫生费用 WS 363.13-2011

20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4 部分：卫生机构 WS 363.14-2011

2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5 部分：卫生人员 WS 363.15-2011

22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6 部分：药品、设备与材
料

WS 363.16-2011

23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17 部分：卫生管理 WS 363.17-2011

2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部分：总则 WS 364.1-2011

2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2部分：标识 WS 364.2-2011

26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3部分：人口学及社

会经济学特
征

WS 364.3-2011

27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4部分：健康史 WS 364.4-2011

28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5部分：健康危险因
素

WS 364.5-2011

29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6部分：主诉与症状 WS 364.6-2011

30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7部分：体格检查 WS 364.7-2011

3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8部分：临床辅助检
查

WS 364.8-2011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32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9部分：实验室检查 WS 364.9-2011

33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0 部分：医学诊断 WS 364.10-2011

34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1 部分：医学评估 WS 364.11-2011

35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2 部分：计划与干预 WS 364.12-2011

36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3 部分：卫生费用 WS 364.13-2011

37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4 部分：卫生机构 WS 364.14-2011

38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5 部分：卫生人员 WS 364.15-2011

39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6 部分：药品、设备
与材料

WS 364.16-2011

40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 17 部分：卫生管理 WS 364.17-2011

41 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编制规范 WS 370-2012

42 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基本数据集 WS 365-2011

43 基本信息基本数据集个人信息 WS 371-2012

44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乙肝患者管理 WS 372.1-2012

45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高血压患者健康
管理

WS 372.2-2012

46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重性精神疾病患
者管理

WS 372.3-2012

47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老年人健康管理 WS 372.4-2012

48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5部分：2型糖尿病病例
管理

WS 372.5-2012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49 疾病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6部分：肿瘤病例 WS 372.6-2012

50 医疗服务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门诊摘要 WS 373.1-2012

51 医疗服务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住院摘要 WS 373.2-2012

52 医疗服务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成人健康体检 WS 373.3-2012

53
卫生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卫生监督检查与
行政处罚

WS 374.1-2012

54
卫生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卫生监督行政许
可与登记

WS 374.2-2012

55
卫生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卫生监督监测与
评价

WS 374.3-2012

56
卫生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卫生监督机构与
人员

WS 374.4-2012

57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艾滋病综合防治 WS 375.1-2012

58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血吸虫病病人管
理

WS 375.2-2012

59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慢性丝虫病病人
管理

WS 375.3-2012

60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职业病报告 WS 375.4-2012

61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5部分：职业性健康监护 WS 375.5-2012

62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6部分：伤害监测报告 WS 375.6-2012

63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7部分：农药中毒报告 WS 375.7-2012

64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8部分：行为危险因素监
测

WS 375.8-2012

65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9部分：死亡医学证明 WS 375.9-2012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66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传染病报告 WS 375.10-2012

67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1 部分：结核病报告 WS 375.11-2012

68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2 部分：预防接种 WS 375.12-2012

69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3 部分：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

WS 375.13-2017

70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4 部分：学校缺勤缺课监
测报告

WS 375.14-2016

71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5 部分：托幼机构缺勤监
测报告

WS 375.15-2016

72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8 部分：疑似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报告

WS 375.18-2016

73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19 部分：疫苗管理 WS 375.19-2016

74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20 部分：脑卒中登记报告 WS 375.20-2016

75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21 部分：脑卒中病人管理 WS 375.21-2016

76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22 部分：宫颈癌筛查登记 WS 375.22-2016

77 疾病控制基本数据集 第 23 部分：大肠癌筛查登记 WS 375.23-2016

78 儿童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出生医学证明 WS 376.1-2013

79 儿童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儿童健康体检 WS 376.2-2013

80 儿童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新生儿疾病筛查 WS 376.3-2013

81
儿童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营养性疾病儿童
管理

WS 376.4-2013

82
儿童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5部分：5岁以下儿童死
亡报告

WS 376.5-2013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83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婚前保健服务 WS 377.1-2013

84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妇女常见病筛查 WS 377.2-2013

85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

WS 377.3-2013

86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孕产期保健服务
与高危管理

WS 377.4-2013

87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5部分：产前筛查与诊断 WS 377.5-2013

88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6部分：出生缺陷监测 WS 377.6-2013

89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7部分：孕产妇死亡报告 WS 377.7-2013

90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病历概要 WS 445.1-2014

9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门(急)诊病历 WS 445.2-2014

92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门(急)诊处方 WS 445.3-2014

93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检查检验记录 WS 445.4-2014

9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5部分：治疗处置—一般
治疗处置记录

WS 445.5-2014

95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6部分：治疗处置—助产
记录

WS 445.6-2014

96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7部分：护理—护理操作
记录

WS 445.7-2014

97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8部分：护理—护理评估
与计划

WS 445.8-2014

98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9部分：知情告知信息 WS 445.9-2014

99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0 部分：住院病案首页 WS 445.10-2014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00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1 部分：中医住院病案首
页

WS 445.11-2014

101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2 部分：入院记录 WS 445.12-2014

102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3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WS 445.13-2014

103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4 部分：住院医嘱 WS 445.14-2014

10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5 部分：出院小结 WS 445.15-2014

105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6 部分：转诊(院)记录 WS 445.16-2014

106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 17 部分：医疗机构信息 WS 445.17-2014

107 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WS/T 446-2014

108 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WS/T 447-2014

109 居民健康档案医学检验项目常用代码 WS/T 448-2014

110 慢性病监测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449-2014

111 院前医疗急救指挥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451-2014

112 卫生监督业务信息系统功能规范 WS/T 452-2014

113 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与代码 WS 218-2002

114 卫生信息共享文档编制规范 WS/T 482-2016

115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部分：个人基本健康
信息登记

WS/T 483.1-2016

116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2部分：预防接种报告 WS/T 483.2-2016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17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3部分：新生儿家庭访
视

WS/T 483.3-2016

118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4部分：儿童健康体检 WS/T 483.4-2016

119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5部分：首次产前随访
服务

WS/T 483.5-2016

120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6部分：产前随访服务 WS/T 483.6-2016

121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7部分：产后访视 WS/T 483.7-2016

122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8部分：产后 42 天健康
体检

WS/T 483.8-2016

123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9部分：预防接种报告 WS/T 483.9-2016

124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1 部分：死亡医学证明
WS/T
483.11-2016

125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2 部分：高血压患者随
访

WS/T
483.12-2016

126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3 部分：2型糖尿病患
者随访服务

WS/T
483.13-2016

127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4 部分：重性精神病患
者个人信息登记

WS/T
483.14-2016

128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5 部分：重性精神疾病
患者随访服务

WS/T
483.15-2016

129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6 部分：成人健康体检
WS/T
483.16-2016

130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7 部分：门诊摘要
WS/T
483.17-2016

131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8 部分：住院摘要
WS/T
483.18-2016

132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19 部分：会诊记录
WS/T
483.19-2016

133
健康档案共享文档规范 第 20 部分：转诊（院）记
录

WS/T
483.20-2016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3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部分：病历概要 WS/T 500.1-2016

13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部分：门（急）诊病
历

WS/T 500.2-2016

13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部分：急诊留观病历 WS/T 500.3-2016

137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部分：西药处方 WS/T 500.4-2016

138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5部分：中药处方 WS/T 500.5-2016

139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6部分：检查报告 WS/T 500.6-2016

140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7部分：检验报告 WS/T 500.7-2016

141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8部分：治疗记录 WS/T 500.8-2016

142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9部分：一般手术记录 WS/T 500.9-2016

143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0 部分：麻醉术前访视
记录

WS/T
500.10-2016

14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1 部分：麻醉记录
WS/T
500.11-2016

14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2 部分：麻醉术后访视
记录

WS/T
500.12-2016

14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3 部分：输血记录
WS/T
500.13-2016

147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4 部分：待产记录
WS/T
500.14-2016

148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5 部分：阴道分娩记录
WS/T
500.15-2016

149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6 部分：剖宫产记录
WS/T
500.16-2016

150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7 部分：一般护理记录
WS/T
500.17-2016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51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8 部分：病重（病危）
护理记录

WS/T
500.18-2016

152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19 部分：手术护理记录
WS/T
500.19-2016

153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0 部分：生命体征测量
记录

WS/T
500.20-2016

15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1 部分：出入量记录
WS/T
500.21-2016

15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2 部分：高值耗材使用
记录

WS/T
500.22-2016

15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3 部分：入院评估
WS/T
500.23-2016

157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4 部分：护理计划
WS/T
500.24-2016

158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5 部分：出院评估与指
导

WS/T
500.25-2016

159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6 部分：手术同意书
WS/T
500.26-2016

160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7 部分：麻醉知情同意
书

WS/T
500.27-2016

161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8 部分：输血治疗同意
书

WS/T
500.28-2016

162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29 部分：特殊检查及特
殊治疗同意书

WS/T
500.29-2016

163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0 部分：病危（重）通
知书

WS/T
500.30-2016

16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1 部分：其他知情告知
同意书

WS/T
500.31-2016

16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2 部分：住院病案首页
WS/T
500.32-2016

16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3 部分：中医住院病案
首页

WS/T
500.33-2016

167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4 部分：入院记录
WS/T
500.34-2016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68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5 部分：24 小时内入
出院

WS/T
500.35-2016

169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6 部分：24 小时内入
院死亡记录

WS/T
500.36-2016

170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7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首次病程记录

WS/T
500.37-2016

171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8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日常病程记录

WS/T
500.38-2016

172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39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上级医师查房记录

WS/T
500.39-2016

173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0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

WS/T
500.40-2016

17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1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交接班记录

WS/T
500.41-2016

17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2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转科记录

WS/T
500.42-2016

17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3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阶段小结

WS/T
500.43-2016

177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4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抢救记录

WS/T
500.44-2016

178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5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会诊记录

WS/T
500.45-2016

179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6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术前小结

WS/T
500.46-2016

180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7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术前讨论

WS/T
500.47-2016

181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8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术后首次病程记录

WS/T
500.48-2016

182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49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出院记录

WS/T
500.49-2016

183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50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死亡记录

WS/T
500.50-2016

184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51 部分：住院病程记录
死亡病例讨论记录

WS/T
500.51-2016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85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52 部分：住院医嘱
WS/T
500.52-2016

186 电子病历共享文档规范 第 53 部分：出院小结
WS/T
500.53-2016

187 电子病历与医院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规范 WS/T 501-2016

188
电子健康档案与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标准符合性测试
规范

WS/T 502-2016

189 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517-2016

190 妇幼保健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526-2016

191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529-2016

192 居民健康卡数据集 WS 537-2017

193 医学数字影像通信基本数据集 WS 538-2017

194 远程医疗信息基本数据集 WS 539-2017

195 继续医学教育管理基本数据集 WS 540-2017

196 院前医疗急救基本数据集 WS 542-2017

197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WS/T 543.1-2017

198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2部分：用户卡技术规范 WS/T 543.2-2017

199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3部分：用户卡应用规范 WS/T 543.3-2017

200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4部分：用户卡命令集 WS/T 543.4-2017

201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5部分：终端技术规范 WS/T 543.5-2017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202
居民健康卡技术规范 第 6部分：用户卡及终端产
品检测规范

WS/T 543.6-2017

203 医学数字影像中文封装与通信规范 WS/T 544-2017

204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WS/T 545-2017

205 远程医疗信息系统与统一通信交互规范 WS/T 546-2017

206 医院感染管理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547-2017

207
医学数字影像通信（DICOM）中文标准符合性测试规
范

WS/T 548-2017

208 卫生统计指标 第 1部分：总则 WS/T 598.1-2018

209 卫生统计指标 第 2部分：健康状况 WS/T 598.2-2018

210 卫生统计指标 第 3部分：健康影响因素 WS/T 598.3-2018

211 卫生统计指标 第 4部分：疾病控制 WS/T 598.4-2018

212 卫生统计指标 第 5部分：妇幼保健 WS/T 598.5-2018

213 卫生统计指标 第 6部分：卫生监督 WS/T 598.6-2018

214 卫生统计指标 第 7部分：医疗服务(含中医) WS/T 598.7-2018

215 卫生统计指标 第 8部分：药品与材料供应保障 WS/T 598.8-2018

216 卫生统计指标 第 9部分：医疗保障新农合 WS/T 598.9-2018

217 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WS/T 596-2018

218
医院人财物运营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1部分：医院
人力资源管理

WS 599.1-2018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219
医院人财物运营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2部分：医院
财务与成本核算管理

WS 599.2-2018

220
医院人财物运营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3部分：医院
物资管理

WS 599.3-2018

221
医院人财物运营管理基本数据集 第 4部分：医院
固定资产管理

WS 599.4-2018

222 医学数字影像虚拟打印服务规范 WS/T 597-2018

223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数据字典 WS/T 671-2020

224 国家卫生与人口信息概念数据模型 WS/T 672-2020

225 妇女保健基本数据集 第 8部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WS 377.8-2020

226 卫生信息标识体系 对象标识符注册管理规程 WS/T 681-2020

227
卫生信息标识体系 对象标识符编号结构与基本规
则

WS/T 68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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