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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标准来了
按照“最小够用”原则自动采集 将推动电子档案跨区域互通共享

什么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据介绍，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是关于居
民个人健康状况的信息资源，由居民本人
授权使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则是
将重点信息依据统一标准、动态提取后形
成的概要。

居民健康档案可以详实、完整地记录
居民一生中各个阶段的动态健康状况以及
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信息，实现为居民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保障，便于医务
人员对居民进行个体化健康管理。

居民健康档案包括以下内容：居民个
人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职
业、既往史、家族史等；健康体检信息，如一
般健康检查、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及其疾病
用药情况、健康评价等，以及重点人群健康
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等。

其中，个人健康标识包括妇幼人群、老
年人群、慢病或重点疾病、法定传染病、体
重状况及血型等标识类型，具有动态更
新、不可随意更改及可追溯等特点；个人
基本健康信息主要包括人口学和社会经
济学信息以及医疗保障信息、基础健康信
息等；卫生健康服务活动记录是居民既往
医疗健康服务活动轨迹和基本情况的简
要记录。

怎样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免费为居民群众建立健康档案是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之一。凡是在
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包括户籍及非户籍
人口，都可以在居住地所在的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免
费申请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建档前，户籍人口需出示户口本或身
份证，非户籍人口需出示身份证和居住证，
并最好携带个人近一年的体检报告和病例
资料，以便更好建档。

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居民
健康档案管理和保密制度，对居民的健康
档案实施统一联网管理。

根据此次公布的文件要求，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的信息内容主要来源于各类卫生
健康服务记录，可在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
服务过程中实时产生、主动抓取，减轻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负担。同时，文件要求
强化信息安全管理，依法保障居民个人信
息安全。

加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规范化建设，
有望进一步推动各地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
通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此前曾联合印发《“十四五”全
民健康信息化规划》，要求强化基层信息化

便民服务，规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首页，推
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安全有序向个人
开放。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哪些好处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服务是社区居
民人人享有的健康服务之一，居民可通过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了解
掌握本人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并可以享受
以下免费服务——

普通人群：免费的一般体格检查以及
健康评估。

高血压患者：每年有1次较为全面的
健康体检，至少4次面对面的健康评估。

糖尿病患者：每年有1次较为全面的
健康体检，每年可享受4次的免费血糖监
测和健康评估。

孕产妇：发放叶酸、提供产后上门访视
和健康指导服务。

0—6岁儿童：预防接种服务及新生儿
上门访视和健康指导、0—3岁适龄儿童提
供8次健康管理服务。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有1次较全
面的健康体检和1次中医体质辨识服务。

综合新华社、央视、中新社报道

悠悠民生，健康为大。新时代的医改
“考卷”徐徐展开。

聚焦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的《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
务》，2024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
国卫生发展会议6月22日至23日在四川
成都召开。

自我国启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以来，医改为14亿多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健康获得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
保障网覆盖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
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医改一小步，民生一大步。今年的医
改重点工作任务有什么不一样？

医保、医疗、医药密不可分，改革时尤
需同向发力。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
理，是当前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2024年
重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医保、
医疗、医药统一高效的政策协同、信息联

通、监管联动机制。
“医改是接力赛”。国家卫生健康委体

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介绍，今年的
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更加注重因地制宜学习
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看病难”方面，主要抓进一步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等工
作——

让群众健康更有“医”靠，完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组织二、三级医院通
过人员下沉、远程医疗、培训、巡回医疗等
方式提高基层能力，有序推进国家医学中
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建设，深化紧密
型医疗联合体改革，提升卫生健康人才能
力……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4年重点
工作任务精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问题
清单”促“问题清零”。

“看病贵”方面，着力以医药集采“降价
不降质”为突破口——

医改推动、医保主导。2024年重点工
作任务明确，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提质扩面，加强集采中选药品和医
用耗材质量监管。

这意味着，医药集采将进一步扩围，集
采中选产品始终坚守“降价不降质”的初
心，让老百姓持续受益。

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正在路
上”：预计到2024年底，各地国家和省级集
采药品将累计达到500个；指导内蒙古、浙
江、四川等3个试点省份开展深化医疗服
务价格改革全省（区）试点，指导唐山、苏
州、厦门、赣州、乐山等5个试点城市进一
步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新机制……

“看病便利度”方面，推进数字化赋能
医改，把“数”用好——

推动健康医疗领域公共数据资源开发

利用，推进医疗服务事项“掌上办”“网上
办”，整合医疗医药数据要素资源，围绕创
新药等重点领域建设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
台……持续增强群众“看病获得感”，让医
疗服务尽显“科技范儿”！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说，总的
来看，2024年重点工作任务更加突出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更加突出系统集成、协同
联动，更加突出创新突破、落地见效。未来
还将加强医改监测，及时总结推广地方经
验做法，推动全国医改工作再上新台阶。

目标清则方向明，方向明则步履坚。
2024年深化医改的“路线图”已明晰，只要
朝着构建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方向“再出发”，不断为健康中国建设夯
实民生之基，就一定能切实做好医改惠民
这篇大文章。

新华社成都6月23日电

个人健康标识、个
人基本健康信息和卫
生健康服务活动记录
等情况，将规范地出现
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首页上，为相关数据互
通共享提供支撑。

国家卫生健康委
21日公布《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首页基本内容
（试行）》。该文件按照
“最小够用”原则，基于
标准统一、分级管理、
自动采集、跨域互联的
技术要求，对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首页的基本
概念、基本内容和信息
来源提出明确规定。

“医改是接力赛”！看2024年深化医改“新动作”
【相关】

图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