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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常卫复〔2024〕第 69 号

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提案
第 0231 号的答复

高玉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医疗数据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

如下：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数据的采集、

使用和共享，还是安全的防护都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另一方面，

我市是国家卫健委确定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与产业园（首批）试

点城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各卫生健康机构充分认

识并坚决贯彻落实。

一、 数据分级分类，加强全周期的动态安全

健康医疗大数据数据量特别巨大、数据结构和数据语义十分

复杂、数据用途和流向也千头万绪，很难用一种简单方式就做



好安全管理，必须以数据分级分类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安

全管理。在市卫健委的统筹推进下，由常州市卫生健康数据管

理中心探索卫生健康行业数据分级分类模型，以全员人口系统

和妇幼系统为切入点先行先试，研究制定分级分类标准。目前

已经建立了一个包含四类五级的分类分级模型，正在根据这一

模型对元数据进行分类分级打标。通过这一过程，可以为不同

分类分级的数据实施对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根据数据的安全

级别制定针对性的安全策略，实现数据的有效安全防护。在市

卫健委的指导下，有条件的医院也与数据安全专业机构合作，

进行了一些分级分类的尝试。

二、 提升平台能级，促进全市域的共享利用

市卫健委致力于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融合共享，并为各卫

生健康机构、全体市民倾力打造智慧医疗服务底座，消除信息

孤岛。目前，已建立市县两级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用于患

者诊疗信息和居民个人健康档案的采集汇聚和共享利用。平台

现有超过 300 万条数据通过“我的常州”APP 手机端对居民开放。

同时，推出了 EHR 健康档案浏览器，接诊医生能够调阅患者的

历次就诊记录和关键的过敏、手术、用药信息，用于辅助诊断。

另一方面，建设了覆盖全市的智慧医学影像云，作为医学影

像汇聚、数字化应用下发、数据价值赋能的服务入口，提供多

个基于医学影像数据的数字化应用服务，实现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间影像数据的共享互认和类似重复检查智能提醒，支持市级

远程医疗诊断/会诊/教学中心，为上下级医疗机构开展影像检

查、动态心电、动态血糖等业务的远程协同搭建桥梁，有效促

进分级诊疗的快速落地。截至 2024 年 4月底，医生累计调阅患



者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 112.1 万次。基于影像云平台提供“云

胶片”，全面替代物理胶片，患者仅需手机上网查询、无需随身

携带胶片，到 2024 年 4月底，累计调阅 547 万次。

三、 加强安全管理，构建全方位的能力体系

网络安全是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底线，专业的支撑力量是网

络安全防护的关键。市卫健委积极推动“规范动作”的落实，

引入有资质的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包括等级保护、风险评估等。

全市各医院已全部明确网络安全的党委责任制，配备专职信息

安全员，形成了网络安全专项经费机制，和每年 1 次主要领导

召开的大会、4次分管领导召开的例会（及培训）制度，建立了

一支在全市网络安全领域、全省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方面双

领先的网络安全队伍。2023 年，市卫健委在市委网信办组织的

网络安全竞赛中取得第 3 名，在省卫健委网络安全竞赛中取得

第 1名；2024 年，在全省卫生健康网络安全竞赛中取得第 2名，

后又在国家卫健委竞赛中取得 3等奖。

下一步，将重点从以下方面着力，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深

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一是进一步做好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分级分类，并在分级分类的基础上加强

数据安全；二是推进各卫生健康机构数据分级分类、重保值守、

软件正版化、信创、密码评价、保密等网路安全工作；三是协

同医保，研究出台数字影像服务和检查结果互认留用管理办法，

保证医学影像共享互认和云胶片服务模式长期可持续运营；四

是共享互认逐步向临床检验、心电等服务延伸；五是推进疾控

实验室管理、诊所监管、院前急救、港澳台同胞及外籍人士互

联网医院服务等信息化建设；六是加强网络和数据安全支撑队



伍，并适时引入法律顾问支持，进一步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保

障体系；七是与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医保局合作，在安全可信

的基础上建设保险专区，支持商保直赔业务，充分发挥健康医

疗大数据的便民惠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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