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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資訊

醫療資訊是一門應用電腦、通訊、資訊科技及系統於醫
科的科學 (M di l i f ti i th li ti f科的科學 (Medical informatics i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ystems to all fields of medicine (Collen 1980))systems to all fields of medicine (Collen, 1980))

包含認知、信息處理、通訊、教育及科研 (the field 
concerned with the cogni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tasks of medical practice, education, and 

h (G d Sh liff 1990))research (Greenes and Shortliffe,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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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

電子健康是電子通訊和資訊技術在醫療衛生上之結合使
用 ( H lth i th bi d f l t i用 (e-Health is the combined us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health 
sector)sector)

(資料來源: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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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病歷

電子病歷結合醫療知識及其他工具，在臨床管理系統中
為使用者提供全面 準確的資訊 警示 提示及臨床決為使用者提供全面、準確的資訊、警示、提示及臨床決
策支援 (An 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that resides in a 
system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upport users by providingsystem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upport users by providing 
accessibility to complete and accurate data, alerts, reminder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電子病歷是一項醫療服務的基本科學 (The Computer-
based Patient Record - An Essential Technology for Health 
Care (199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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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病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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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病歷的優點

病人得益
提供準確及時的病歷提供準確及時的病歷

減少重覆檢查

醫護人員得益醫護人員得益
更高效率臨床服務

更易獲取資訊更易獲取資訊

更豐富資訊及更佳臨床判斷

減少錯漏減少錯漏

遙距問診

機構得益機構得益
更有效運用資源

提供計劃 科研 管理的數據提供計劃、科研、管理的數據

11



第三部：香港20年電子醫療發展第三部：香港20年電子醫療發展



香港20年電子醫療發展

1986 前期

1987 香港醫療資訊學會成立

1988 碰釘子

1991 醫院管理局成立

1992 2003 公共醫療資訊系統開發 成熟1992-2003 公共醫療資訊系統開發、成熟

2003 “沙士＂

2004 私營市場系統開發

2006 香港電子健康聯盟2006 香港電子健康聯盟

2007 政府電子健康方針公佈

2008 醫管局系統重建2008 醫管局系統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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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行政區人口統計

面積 1,104 平方千米

人口 690 萬（男 330萬；女 360萬）

人口增長率 0.8%

出生率 8.3%

死亡率 5 5%死亡率 5.5%

家庭數目 300 萬

平均人壽（男 78.8；女 84.4）

每千名初生嬰兒夭折率 2 4每千名初生嬰兒夭折率 2.4

每千名醫療專業人士（4.9 病床、1.7 醫生、5.1 護士
、0 7 中醫、0 3 牙醫、0 2 藥劑師）、0.7 中醫、0.3 牙醫、0.2 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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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醫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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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院管理局

43 醫院 7,000,000 病歷表

46 專科門診

74 普通科門診

1,000,000 每年住院人次

13,000,000 每年門診人次

52,000 名員工

13,000,000 每年門診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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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管理系統發展

1990 - 沒有系統 "Green Fields"

1991 - 病人登記 Patient Administration

1992 - 藥房系統 Pharmacy Systemy y

1993 - 化驗系統 Lab Results Online

1994 放射資訊系統 Radiolog Info mation S stem1994 - 放射資訊系統 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

1995 - 臨床管理系統 Clinical Management System

- 臨床記錄及處方系統 Clinician Documentation and 
Order Entry

2000 - 第二代臨床管理系統 CMS Phase II

- 電子病歷 Electronic Patient Record (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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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管理系統發展

2003 - 電子沙士系統 eSARS

2004 - 放射影像放送系統 ePR Image Distribution

2006 - 公私營電子病歷公享 ePR Sharing with Private g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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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管理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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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管理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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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管理系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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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理局 臨床管理系統

化验室信化验室信
息系统息系统

放射学信放射学信
息系统息系统

手術室信手術室信
息系统息系统

病人求診

化验、檢查、斷化验、檢查、斷症症、治療、手術、治療、手術
臨床管理系统

急症信息系
统 配药單配药單

手朮手朮記綠記綠

七百萬病歷表七百萬病歷表
急診急診
住院住院
門診門診
轉介轉介

配药配药
手朮手朮

電療、化療電療、化療
物理治療物理治療

化验檢驗化验檢驗
放射檢驗放射檢驗
核子核子檢驗檢驗

內窺鏡內窺鏡檢檢

手朮手朮記綠記綠
出院病歷出院病歷
轉介信轉介信
病假紙病假紙

問症問症
檢查檢查

轉介轉介 物理治療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職業治療

內窺鏡內窺鏡檢檢
驗驗
電子診斷電子診斷

配药

門診轉介信門診轉介信
醫療報告醫療報告一萬二千台終端機一萬二千台終端機

網絡病人
電子病歷

提取

葯房管葯房管
理系統理系統 病人電子病病人電子病

歷歷

門門診預約診預約
系統系統

病人痊癒病人登記

病房編配

配药

二萬九千名醫護人員二萬九千名醫護人員

香港病人总索引香港病人总索引 –– 病人管理病人管理

提取歷歷 二萬九千名醫護人員二萬九千名醫護人員

微軟公司的Windows作業系統引入圖像操作介面，令電腦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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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病歷紀錄

提供以網絡為基礎，為本港市民而設的終生病歷紀錄
(W b b d lif l l it di l d f ll h lth(Web-based lifelong longitudinal record of all healthcare 
transactions for all Hong Kong citizens)

各種數據包括多媒體及數碼化放射影像數據 (Many data 
formats including multimedia and digital radiology)

病人私隱權受存取管制及核查紀錄之保障 (Patient privacy 
protected with access controls and audit logs)protected with access controls and audit logs)

在醫院管理局轄下之162所設施中使用 (Available at all (
162 facilities in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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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病歷內容

病人個人資料 診斷

入院及門診紀錄 手術、醫療操作

藥物敏感及警示

化驗報告

住院摘要

復康治療化驗報告

放射報告

復康治療

產科紀錄放射報告

藥物處方

產科紀錄

其他專科資料

放射影像

24



高用量系統

7,600,000 病人

57,000,000 求診人次

540 000 000 化驗報告540,000,000 化驗報告

34,000,000 放射報告

230,000,000 藥物處方

1,000,000 放射影像,000,000 放射影像

系統反應時間（少於一秒）

系統運作時間（7 24 100%）系統運作時間（7x24 100%）

接近實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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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病歷在醫療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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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標準為基礎

採用國際性通用的資訊科技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L7, ICD, LOINC, SNOMED, DICOM, , , ,

建立本地標準 Locally Developed
臨床資訊框架 CDF
醫院管理局醫療資訊架構 Entity ID醫院管理局醫療資訊架構 Entity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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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臨床管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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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囑－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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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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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病歷紀錄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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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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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影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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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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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RS 架構

DM Zone Dept HealthHA
Situation
Reports

SARS-
CTSeSARS

Reports

Contacts
Telephone
interviews SARS-CCIS

CMS
Labs

eSARS

Police
Hotspot

Al

CMS

ePR eSARS
PMI

eSARS

HKU

Alert

PMI

PMI HKU

MIID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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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呈報系統 (N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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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電子病歷

DM Zone Private
Doctor

HA
P i k

Doctor

P i k

CMS

Patient key
25438295

Patient key
25438295

Secure
Token

ePR
subset

Token

ePR
sub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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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症病歷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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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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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SS EMR Adaption Survey 2006



CPR Adoption Gap (US vs Others)



環球電子健康形勢



國際性榮譽

項
目目
管
理 ••統一臨床資訊系統項目統一臨床資訊系統項目理 ••統 臨床資訊系統項目統 臨床資訊系統項目

••系統整合系統整合

45
Dave Garets (Gartner Group)



國際性榮譽-電子化"非典"系統

世界衛生組織： 電子化〝非典〞系統乃首個應用互聯網
以處理重要公共衛生及健康問題之系統 (“ SARS i th以處理重要公共衛生及健康問題之系統 (“eSARS is the 
first large scale use of the Internet to help manage a 
public health problem”)public health problem”)

Mike Ryan (Coordinator, WHO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Response Network)

Winner of the Health Prize in the 2004Winner of the Health Prize in the 2004 

Stockholm Challengeg



成功因素

ICT 只佔 1.6% 公共醫療開支

中央系統

160醫師參予共同開發及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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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院內每天臨床記錄仍未電子化

私營醫療只有10%電子化

Medical Decision Support 基礎缺乏

公私營市場未共享電子病歷公私營市場未共享電子病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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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發展 Way Forward

利用臨床資料改善服務 (Improved care through better 
li i l i f ti )clinical information)

更快、更準、更完整病歷 (Timely, accurate,更快 更準 更完整病歷 (Timely, accurate, 
comprehensive records)

風險管理 (Risk Management)

更佳數據改善質素 (Better data for quality improvements)更佳數據改善質素 (Better data for quality improvements)

更整合醫療服務 (Integrating healthcare)( g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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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醫療服務

處理公私營醫療失衡 (Addressing the imbalance 
b t bli d i t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care)

改善公私營資訊共享 (Improving information sharing改善公私營資訊共享 (Improving information sharing 
between sectors)

建立全地區性電子病歷 (Creating the community wid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改善可持續發展醫療系統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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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督導委員會

電子健康記錄互通督導委員會

電子健康記錄 法律 私隱
電子健康記錄
協作工作小組

電子健康記錄
及信息標準
工作小組

法律、私隱
及保安問題
工作小組

組織安排
工作小組

持份者:衞生署、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家庭醫學學院、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香港放射科學院、香港病理學專科學院、醫院管理局、香港
醫學會、香港西醫工會、香港私家醫院聯會、消費者委員會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其他
醫療從業人員及輔助醫療人員、醫療衛生信息和資訊科技專
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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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53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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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香港已發展出多元化的電子病歷紀錄，覆蓋九成以上的市
民 (H it l A th it h d l d PR i >民 (Hospital Authority has developed an ePR covering > 
90% citizens)

以有限的資源，發展創新的科技，得到近十成使用者滿意
(Clinical users have nearly 100% acceptance of the(Clinical users have nearly 100% acceptance of the 
system which is built with limited resource)

有賴於電子病歷的產生 香港市民可接受更安全 更高質有賴於電子病歷的產生，香港市民可接受更安全、更高質
量及效率的醫療服務 (Higher quality and safe medical 

i id d t H K iti ith thcare is provided to Hong Kong citize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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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討論時間課後討論時間



請各位幫忙填寫「課堂意見
問卷」並交回接待處

離開前請記得帶走隨身物品

多謝合作多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