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病歷帶著走電子病歷帶著走電子病歷帶著走電子病歷帶著走，，，，醫療生活大躍進醫療生活大躍進醫療生活大躍進醫療生活大躍進 

取代傳統紙本取代傳統紙本取代傳統紙本取代傳統紙本，，，，衛生署勾勒病歷衛生署勾勒病歷衛生署勾勒病歷衛生署勾勒病歷 e化新遠景化新遠景化新遠景化新遠景 

 

衛生署大力推動的「病歷電子化」，預估每年可節省逾百億元的健保支出費用，

也能創造更高的醫療產值，未來五年也將投入二十億的經費，以 TMT電子病歷格式

做為病歷交換的標準，屆時，國內醫療院所的病歷、檢驗報告與醫學影像都將全面 e

化，「健康管理自己做」的時代即將來臨。 

 

不少人到醫院就診時都曾有過這樣的經驗：每當你換了一家醫院或診所，醫師都

會請你先填寫一份初診病歷表，並詢問你過去就醫的處置過程、家族病史、有無藥物

過敏等，如果能跳過這個冗長的程序，讓醫師在第一時間就通盤了解你的身體狀況、

過去做過哪些療程、進而迅速地對症下藥，這樣該有多好？ 

 

拜資訊科技的發展所賜，未來帶著自己的病歷趴趴走將不再是夢想，也不用怕醫

師問診時出現「狀況外」的窘境了！ 

 

為了提升醫療水準，並避免民眾重複就醫所造成的醫療資源浪費，行政院衛生署

正全面推動電子病歷網路化，預計在未來五年內投入新台幣二十億元，讓全國各級醫

療院所的病歷、檢驗報告與醫學影像都能電子化、網路化，並讓民眾選擇要自行保管

或是交由醫院以外的其他機構代管。 

 

衛生署資訊中心主任徐嫦娥表示，「電子病歷」是目前全球醫療界一致的發展趨

勢，各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澳洲、歐洲、加拿大等，都在加速朝醫療資訊系統的

廣泛應用邁進，「尤其我們的下一代，是在科技所建構出的生活環境裡長大，電子病

歷的發展絕對是不可忽視的潮流！」 

 

行遍天下行遍天下行遍天下行遍天下，，，，病歷在手全紀錄病歷在手全紀錄病歷在手全紀錄病歷在手全紀錄 

 

徐嫦娥也進一步分析，日後的電子病歷可能會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一種是類

似隨身碟的「健康鑰匙」(Health Key)；另一種則是類似個人網站的健康網頁，舉凡你

出生時所接受的新生兒注射、日後的就診紀錄、過敏史、用藥史、家族病史等，通通

記錄於其中。 

 

事實上，自 2002年開始，衛生署就已著手邀集各大醫療院所，進行「病歷電子

化」的試辦，包括台大醫院、台北榮總等全國二百多家醫院都在參與試辦的行列之中。 

 

以衛生署委託台灣醫學資訊學會制定的「台灣電子病歷基本格式」來看，截至目

前已制定了 70多張分屬不同科別的電子病歷，日後民眾的病歷都將以此電子病歷的

標準格式來做儲存與交換，無論醫療人員、診所、醫院、健檢中心或其他相關機構，

都能以相同的語言與格式溝通。 



 

簡單的說，「我們建立的是一套標準的格式，不管醫院本身使用的是哪種系統，

在需要的時候，它可以轉換成這個標準格式，然後才傳送給病人。所以病人拿到的是

制式化的病歷資料，若到了下一家醫療院所，它有一個標準格式可以再轉換回該醫院

原本的儲存模式。」 

 

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整合系統，，，，健康管理自己來健康管理自己來健康管理自己來健康管理自己來 

 

此外，衛生署也委託資策會進行「國民健康資訊建設計畫(NHIP)」的規劃工作，

這項計畫也將提供國人一套公共健康的知識庫，幫助病患理解病歷資料，除了延伸「病

歷帶著走」的概念之外，更讓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NHIP最大的創舉就在於它『把健康資訊還之於民』」徐嫦娥表示：「目前民眾

很難從個別的醫院中取得自己的健康資訊，但病患的病史、就診資料，以及檢查結果

等都有可能是危急時賴以活命的重要依據，而 NHIP恰巧就提供一套醫療資訊互通的

交換平台，解決了現行各家醫院間資訊流通的障礙。」 

 

在另一個層面上，NHIP也扮演一個國家健康資訊平台的角色，「比方說，未來如

果有類似 SARS的傳染疾病發生，各家醫院就能立即將相關的公衛資訊，透過這個統

一的平台迅速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在控管疫情的同時也兼顧到病人的隱私，營造更安

全的健康資訊交換環境。」 

 

病資革新病資革新病資革新病資革新，，，，仍仍仍仍面臨多方挑戰面臨多方挑戰面臨多方挑戰面臨多方挑戰 

 

至於各界所關心的隱私權以及病歷是否有竄改危機的問題，衛生署強調，新修正

的醫療法已載明電子病歷的隱私權保護，並要求醫院做好資訊安全控管；而配合電子

簽章法的通過，目前醫師的簽名已經可以「電子簽章」的形式來使用，病歷既已載入

電腦系統，一旦事後有任何塗改，「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民眾不必擔心。  

 

不過，就目前病歷資料革新的現況來看，各大醫院因應病歷電子化的難題主要在

於從傳統紙本過渡到電子病歷，耗費工程極大，且多數老一輩的民眾仍較喜歡傳統書

面內容，未來十年是否能做到全面病歷電子化，仍存在許多挑戰。  

 

首先，依據目前的醫療法，醫療機構負有建立與管理病歷的責任，若要開放其他

單位管理，必須修法或建立全新的法規；其次，以往可直接裝袋貼在病歷上的非紙參

考物證未來要如何處理，仍需研究；還有隱私權的保障，也將需要完善的系統規劃，

並與民眾妥為溝通；最大的挑戰則可能來自醫師間的不信任與對立，以致在一家醫院

作的診斷在另一家醫院不被採用，因此，如何在醫師間建立相互尊重的態度，放棄以

往的成見，也考驗著產官學界的智慧。(刊登於新新聞 105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