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卫函〔2019〕159 号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印发《湖南省电子健康卡普 
及应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委机关相关处室，省中医药管理局，委直属

和联系单位： 

现将《湖南省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4 月 17 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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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26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

〔2018〕85 号)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电子健康卡是互联网时代居民健康卡的线上应用延伸与服

务形态创新。普及应用电子健康卡，在不增加患者负担的前提下，

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一卡（码）通”，有利于全面落实实名制就医，

解决医疗卫生机构“多卡并存、互不通用”堵点问题，支撑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互通共享，更好发挥“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作

用，对于推进健康湖南建设、深化医改政策落地落实，助力健康

精准扶贫，促进“三医联动”和综合监管，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水

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工作目标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电子健康卡相关标准规范，建设省级卡

管平台、改造医院受理环境、发放电子健康卡、深化惠民应用，

到 2019 年底，实现电子健康卡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看病就医一

卡通用。 

三、主要任务 

（一）卡管平台建设。目前，我委已经建成湖南省电子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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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卡管平台。 

（二）电子健康卡受理环境改造。 

1.改造软件环境。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电子健康卡标准规

范，我委编制了《湖南省电子健康卡建设技术指南（试行）》（以

下简称《技术指南》）。各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相关技术方案和

接口规范，完成各业务信息系统、自助设备的电子健康卡受理

环境改造。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3.0 接口改造。 

2.采购识读终端和自助设备。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根据

工作需要，自行采购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检测备案的电子健康

卡识读终端和自助设备，其中村卫生室至少配备一个扫码终

端，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二级以上医院每个服务

窗口、每个诊室需配备一个多合一扫码终端，可同时识读电子

健康卡二维码、社保卡、就诊卡、银行卡等。 

3.改造就诊微信公众号、APP。各类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按

照智慧医院建设和《技术指南》的要求，建立完善医疗健康网上

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APP，实现电子健康卡统一身份认

证，开放电子健康卡在线申领，凭电子健康卡预约诊疗服务、

查询检查检验结果、调阅健康体检信息和居民健康档案、支付

结算等功能。 

（三）电子健康卡发放。电子健康卡支持线上、线下发卡。

用户可通过“健康湖南”微信公众号、各医疗卫生机构已上线的

就诊微信公众号、APP，也可通过合作商业银行 APP 或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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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号申请电子健康卡，经身份识别和认证后，生成个人电子健

康卡二维码。对于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可线下发放，

用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办理挂号或导诊

业务时，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由窗口服务人员确认后，打印用

户电子健康卡二维码，实现电子健康卡线下申领和应用。 

（四）深化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应用。充分利用电子健康卡

开展便民惠民方面应用。打通群众看病就医堵点，实现电子健

康卡在各医疗卫生机构间“一码通用、一码多用”，群众可通过

全省统一的电子健康卡关联医疗卫生机构微信公众号、APP 已

有服务功能。围绕群众线上线下连续健康服务需求，积极探索

电子健康卡、社保卡、医保卡、市民卡、电子银行账户、商保

账户等“多码合一”的协同整合应用新模式，促进电子健康卡与

医疗保障、金融支付、商保理赔、城市服务等其他公共服务卡

的高效集成与整合应用，积极探索电子健康卡在支付宝、微

信、云闪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应用，为广大居民提供连续、

便捷、安全的医疗健康一体化服务。 

四、实施计划 

（一）任务分工。 

1.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电子健康卡总体建设方案及相关

接口规范的制订，搭建全省统一的电子健康卡卡管系统、密钥管

理系统，统筹协调全省各医疗卫生机构有序接入电子健康卡卡管

系统，具体实施工作由委信息统计中心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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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市州、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督促本辖区各医疗

卫生机构按照统一的时间节点完成用卡环境改造工作，支持和引

导医疗卫生机构围绕电子健康卡开展创新应用。 

3.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负责完成院内电子健康卡应用环

境改造，实现电子健康卡全流程、全业务应用，重点实现网上预

约、门诊挂号、接诊、取药、结算等应用。 

4.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完成本机构电子健康卡应用环

境改造，实现电子健康卡全流程、全业务应用，重点实现接诊、

取药、结算等基本医疗应用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应用。 

（二）推进计划。 

1.2019 年 4 月，全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启动电子健康卡

受理环境改造，实现电子健康卡线上线下注册申领功能，以及电

子健康卡在诊疗流程、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疾病控制、血液管

理、妇幼保健等业务中的应用，实现电子健康卡与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微信公众号、APP 上的集成协同应用。 

2.2019 年 7 月底前，全省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电子健

康卡受理环境改造工作。2019 年底前，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和二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电子健康卡受理环

境改造。 

3.到 2019 年底，持电子健康卡就诊人数占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就诊人数的 80%以上。全面用电子健康卡取代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发行的卡、证介质，基本实现居民看病就医、经费结算、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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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一卡（码）通”。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和检查检验结果共享调阅。 

五、保障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一院一卡、互不

通用”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一大堵点。普及电子健康卡

应用是解决这一堵点的有效措施，是一项重要的便民惠民工

程。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认识电子健

康卡建设应用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大统筹协调力度，落实“一把

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责任机制，积极发挥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在组织领导、政策保障方面的主导作用，将电

子健康卡建设与深化医改、公立医院绩效评价等工作同研究、

同部署、同考核，共同推动全省电子健康卡的发放和应用工

作。 

（二）加强顶层设计，实现互利共赢。坚持顶层设计，将电

子健康卡建设纳入各级各单位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规划，以居

民健康需求为导向，积极拓展持卡服务渠道，丰富持卡服务内

容，突出电子健康卡在互联互通、便捷就医以及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各地要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主动争

取当地党委政府对当地电子健康卡建设应用工作的重视与支

持，充分调动银行、运营商及保险机构等部门参与医疗卫生机

构用卡环境改造建设并实现互利共赢。 

（三）完善规范标准，做好安全保障。按照国家电子健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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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及湖南省“互联网+医疗健康”安全体系保障要求，搭建

安全可靠的电子健康卡运行环境，实现信息在国家和省电子健

康卡管理系统、医疗卫生机构业务系统、用户移动端微信服务

号、APP 之间安全可信的传递。将电子健康卡作为“互联网+医

疗健康”和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依托“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安全保障体系，增强安全技术支撑能力，

及时制定管理规范与安全制度，标本兼治，确保安全防护底

线。 

（四）深化培训，加强应用指导。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制订电

子健康卡操作规范和使用流程，对医疗卫生机构内所有电子健

康卡操作人员进行培训，使每一位医疗健康服务人员在各医疗

健康服务环节都能熟练使用电子健康卡。 

（五）加强宣传，营造用卡氛围。各地各单位要结合进一步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和“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规划，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积极宣传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应用的政策、措

施、成效和经验，努力营造良好的知卡用卡环境和社会氛围，

让群众和广大医务人员认识到电子健康卡在就医服务过程中的

便捷和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