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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服务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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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 

整合资源，加强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统一
高效、互联互通 
 

背景1：人口健康信息化成为深化医改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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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2：人口健康信息化规划的重点内容、重点工程 

地市级人口健康区域信息平台 

国家级人口健康 
管理平台 

省级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 

中西医协同的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基层医疗卫生管理 
信息系统 

医疗健康公共服务 
信息系统 

电子健康档案
数据库 

电子病历 
数据库 

人口健康统一网络 

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 

药品管理 

综合管理 

区县级人口健康区域信息平台 

计划生育 
全员人口个案

数据库 

3G网 互联网 GPS卫星网 

卫生GIS 



高端远程会诊中心 

国  家 
信息平台 

远程监护 

基层远程 
会诊系统 

 

12省 

23省市 

全程药品监管 

背景3：国家投资人口健康信息化工程建设效果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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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8月1日，发布《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国发„2013‟31号） 

在社会民生方面，要着力深化宽带网络在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应用。
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宽带联网，加速发展远程医疗和网络化医疗应用，促
进医疗服务均等化。  

2、2013年8月14日，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2号） 

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普惠水平。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共享，完善医疗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
、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推广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医疗咨询、预
约诊疗服务。  

背景4：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成为国务院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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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3年10月14日，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40号） 

推进健康服务信息化。制定相关信息数据标准，……发展远程医疗

。探索发展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平等竞争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商务
平台。 ……逐步扩大数字化医疗设备配备，探索发展便携式健康数据

采集设备，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融合，不断提升自动化、智能化健康
信息服务水平。 

4、2014年1月9日，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有
关工作的通知》（发改高技„2014‟46号） 

逐步实现全国范围跨机构、跨区域、跨卫生业务的健康信息、就诊
信息共享和一卡通用，积极推进应用居民健康卡与社会保障卡、金融IC
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的应用集成。先期在15个省份、45所大型

医院开展示范，逐步建立居民健康医疗信息跨机构、跨区域共享机制，
实现就医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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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范围快速扩大，发卡模式探索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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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省份实现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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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门与银行合作，

在银行网点申领、发放 

 

发卡对象：全体居民 

省、市、县卫生部门

与银行合作 

利用健康档案或新农

合信息批量制卡发放 

发卡对象：城镇居民、

参合农民 

发卡方式 

医院与银行合作 

现场持身份证制卡，

即办即用 

发卡对象：就诊患者

（城市、农村） 

15省已发 

9省筹备 

30大型医院
已发 

主要银行 

已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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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惠民效益逐步体现，社会关注百姓认可 

排队次数：4.3次降为1.4次 

平均候诊时间：缩减23分钟 

居民用卡优惠活动  

持居民健康卡，免挂号费 

百姓笑脸= 
居民健康卡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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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集合 

应用 
集合 

数据 
集合 

•  诊疗卡 
•  农合卡 
•  预防接种卡 
•  妇幼保健卡 
•  金融卡 
 

•  医院 
•公共卫生机构 
•  基层医疗机构 
•  农合机构 
•  银行 
•  创新应用 

 

•  身份信息 
•  健康信息 
•  诊疗信息 
•  结算信息 

居民健康卡意义的“三个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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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居民健康卡的价值 

检验卫生计生信息化成果的“试金石” 

履行卫生计生职能的“压舱石” 

撬动社会资源投入的“助推器” 

保障健康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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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卡? 

医院卡? 

接种卡? 

储值卡? 

市民卡? 

 

意义1：整合各类就诊卡，实现就诊一卡通，方便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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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2：贯穿一生，全国通用，方便就医和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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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 青年期 中年期 老年期 
河南 

健
康
教
育 

北京 

婴儿期 幼儿期 学龄前期 学龄期 

建立健康服务居民身份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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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供血机构 

社区卫生机构 

综合医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构 

急救中心 

妇幼保健机构 

疾病控制机构 

意义3：支撑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整合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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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健康卡是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规

划提出的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
和四级信息平台，实现跨系统、跨机构
、跨地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所依托的
个人信息基础载体，是计算机可识别的
CPU卡。 
    居民健康卡是实现居民与医疗机构之
间、医疗机构相互之间、医疗机构与社
会公共服务等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共
享的纽带和关键环节。 
    居民健康卡建设是推进深化医改，优
化服务流程，改善就医环境，实现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协同、方便群众就医的重
大民生工程。 

居民健康卡的四大主要功能设计 

人手一卡、服务一生、健康通用、开放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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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开放应用设计 

医疗服务 
应用 

新农合 
应用 

金融 
应用 

银行卡 

新农合卡 

就诊卡 公共卫生 
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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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技术设计 

国产化 
国密算法、国产芯片 

开放性 
支持多应用 

 
 安全性 

对称、非对称、椭圆曲
线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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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健康卡卡面设计 

居民健康卡的卡号采用： 

公民身份号码（GB 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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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数据（136项） 

 

身份识别 

（23项） 

 
 

身份信息 

 

 

人口学 

 

 

联系信息 

 

 

卡识别 

（9项） 

 

卡基本信息 

发卡机构信息 

 

基础健康 

（20项） 

 
 

生物标识 

 

 

免疫接种 

 

医学警示 

医疗管理 

（84项） 

门诊信息 

住院信息 

费用结算信息 

   居民健康卡卡内数据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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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1-医院门诊住院一卡通(贯穿就医和结算各环节) 

门诊人工
挂号 

使用居民健康
卡就诊 

使用居民健康
卡检查化验 

门诊结算 

使用居民健
康卡办理入
院手续和腕
带绑定 

住院治疗 

新农合即时结算 

银行结算 

门诊取药 门诊输液 

门诊 住院 

出院结算 
分诊叫号 

预约挂号 

门诊自助
挂号 

使用居民健康
卡检查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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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2-医疗救治联劢服务 

高血压 

器官移植 

心脏搭桥 

… 

疾病史 

青霉素 

磺胺 

过敏史 

持居民健康卡，回新农合报销处报销费用 

急救中心治疗 急救中心 
调阅电子病历 

诊疗摘要 
收费信息 
写入居民
健康卡 

诊疗摘要和信息 
回写健康档案 

申请居民健康卡 
建立健康档案 

外地出差 
突发事件 

到达现场 
通过居民健康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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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3-新农合就诊结算一卡通，方便农民就医 

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 

农合报销 
即时结算 

写入医疗 
 
结算清单 

外省医疗服务机构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双
向
转
诊 

远
程
诊
疗 

双
向
转
诊 

远
程
诊
疗 

省市综合医院 

县（区）医院 

基层卫生机构 

公共卫生管理 
 
技术挃导 

公共卫生机构 

新农合经办机构 

提
交
报
销
费
用
清
单 

核
清
费
用
进
入
个
人
账
户 绩效考核 

业务运营监管 
 
农合资金实时
监管 

  1、分区分级诊疗方便就医   2、省内电子转诊即时结算 
  3、跨省电子转诊快速核报   4、实时监管保障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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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4-社区卫生全程健康服务、双向转诊与慢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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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5-妇幼健康管理、计划生育、免疫接种 

分娩 

持健康卡社区建
立孕产妇管理丏
项档案 

持健康卡就诊 
医院孕检确诊
怀孕 

持健康卡到 
待产医院 
产前检查 

孕期 

高危筛查 
双向转诊 

上级助产机构 

发放 
居民健康卡 

获取身份证 
号码 

领取出生 
医学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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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6-居民自我保健 

1、健康档案查询：
能够查询就诊记录
，用药信息，医学
影像检查，化验报
告，体检记录，社
区服务记录，慢性
病管理，妇幼管理
记录，计划免疫接
种叱等动态信息 

2、网上预约：出
不出户，满足用户
网上门诊，计划免
疫，儿童体检、早
教等预约服务，并
可以通过健康卡上
的银行账号实现在
线电子支付 

3、自劣服务：医
生与居民间的健康
互动（健康咨询、
健康交流、健康评
估等） 

小区自助终端 
完成自助挂号 
打印化验单结果 
取款等功能 

凭健康卡和密码 
健康咨询 
预约挂号等 

基于居民健康卡
的智能手机应用 

服务信息发送到 
关联的手机卡 

以居民健康卡和密码作
为凭证登录健康网，为
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健
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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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先诊疗后付费 

 

新农合：代缴报销 

专享增值服务：预约挂号 

借记卡功能：投资理财 

 

主要应用7-金融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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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居民身份唯一标识 

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 

基础、优势 

医院就诊
一卡通用 

预约挂号
健康体检 

自助服务
方便百姓 

计划免疫
妇幼保健
公共卫生 

新农合 

即时结算 

社区诊疗
服务拓展 

发挥优势，卫生通用，一卡多用，方便居民 

金融IC卡 
支付功能： 

互补、拓展 

健康金融
协同服务 

先诊疗 
后结算 

增值服务 

市民服务
支付应用 

借贷记 

快捷支付 

新农合 

代缴报销 

与金融支付功能开展互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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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卡 

技术规范 

用户卡命令集 

应用规范 

生命周期管理办法 

个人化管理办法 

SAM卡 

技术规范 

命令集 

生命周期管理办法 

密钥 
密钥管理办法 

密钥管理系统技术方案 

居民健康卡标准与规范：六大类17项 

资质

管理 

产品备案管理

办法 

终端 终端技术规范 

产品检

测 

用户卡与终端产品

检测规范 

SAM卡检测规范 

产品检测管理办法 

内圈4大类：核心内容 

外圈2大类：质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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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居民健康卡的应
用流程，包括居民健康
卡用户卡、SAM卡、终
端之间在不同的应用场
景下进行数据交互、信
息传输、的过程。 

居民健康卡 

技术规范 

居民健康卡 

应用规范 

1.卡操作 
2.卡业务应用 
3.数据签名和验证 

规范作用 主要内容 

规定了居民健康卡卡号编
码规则、卡介质、卡面要
求、终端接口要求、卡数
据标准、数据安全要求、
卡片应用等方面的总体框
架和技术细则 

1.卡号编码规则 
2.卡介质 
3.卡面要求 
4.终端接口要求 
5.卡数据标准 
6.数据安全要求 
7.卡片应用 

（一）用户卡设计与应用总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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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卡面规范 

居民健康卡号码 银行卡号 个人基本信
息 

卫生行政部门 
银联标识 

合作银行 

发卡机构公
章 

个人照片 

联名卡名称 

金融磁道 

条码 

个人信息 

开放一磁道保存个人
信息 

健康卡非接触式芯片
（双芯） 

金融接触式芯片 

卡名称 

卡logo 

监制单位 

卡名称、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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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居民健康卡使用中
的密钥（对称、非对称）
管理问题，为建设安全
可靠、功能完善、符合
规范的居民健康卡密钥
管理系统提供解决方案。 

居民健康卡 

密钥管理办法 

居民健康卡密
钥管理系统技
术方案 

1.系统总体设计 
2.密码体系和安全机制 
3.对称密钥管理系统设计 
非对称密钥管理系统设计 

规范作用 主要内容 

为了加强居民健康卡密钥
的安全管理，规范密钥管
理工作操作流程，确保卫
生系统各级密钥管理部门
各项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而制定。 

1.密钥类型 
2.部级密钥管理工作 
3.省级密钥管理工作 
4.人员组成和职责 
5.部级根密钥管理流程 
6. SAM卡发卡业务流程 
7.硬件密码机管理 

（二）居民健康卡密钥管理办法与系统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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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卡机构公钥证书

居民健康卡
国家级密钥管理中心

医疗机构、结算机构...

SAM卡终端
设备

对称根密钥管理系统

证书认证及交易数
据签名，签名验证

  

SAM卡密钥管理系统

省级密钥管理中心

密码机

根公钥证书

居民健康卡个人化

N级根密钥

居民健康卡

SAM卡根公钥证书

省级密钥管理系统

密码机

省二级根密
钥(对称)

制卡系统

卡片级密钥

发卡机构公钥证书 全国应用根密钥

N级控制根密钥

制卡设备

SAM卡公钥证书

管理系统

  
密码机

非对称根密钥管理系统

图例： 在线传送 离线传送

三级密钥： 

主密钥 

省级密钥 

卡片级密钥 

 

两级密钥系统： 

国家级密钥系统 

省级密钥系统 

密钥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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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验收意见： 

 是我国首个投入实际应用的基

于SM1、SM2、SM3密码算法

的国家级IC卡密钥管理系统 

 整体技术居国内领先水平 

国家级根密钥

卡级密钥

各省二级根密钥

分
散

分
散

一级分散因子
省标识

二级分散因子
卡标识

居民健康卡密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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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省级密钥申领发放工作指南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三）居民健康卡SAM卡技术规范 

对称根密钥
管理系统 

SAM卡密钥
管理系统 

非对称根密
钥管理系统 

国家级SAM卡发卡中心 

根公钥证书 

发卡机构公钥证书 

SAM卡 

发卡机构公钥证书 

SAM卡公钥证书 

全国应用根密钥 

N级控制根密钥 

全国应用根密钥 

对称根密钥管理系统负责管理 
居民健康卡一级根密钥 
 
 

非对称根密钥管理系统负责 
管理SAM卡非对称根密钥 

SAM卡密钥管理系统负责发卡
机构非对称密钥的生成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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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SAM卡申领发放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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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居民健康卡终端技术规范 

1.卡终端的形态 

2.卡终端外观和结

构 

3.卡终端功能 

4.卡终端通讯方式 

5.卡终端电源 

6.SAM卡接口要求 

1.卡终端标志要求 

2.卡终端包装要求 

3.卡终端运输要求 

4.卡终端贮存要求 

与SAM卡
的接口标准 

与用户卡的
接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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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民健康卡用户卡及终端产品检测规范 

检测对象 检测分类 检测项目 

居民健康卡
用户卡 

芯片检测 机电特性、随机数、存储器读写次数
等 

COS检测 应用功能、状态机、防拔等 

卡片检测 劢态弯曲应力、劢态扭曲应力、特定
温、湿度条件下卡尺寸的稳定性和翘
曲等 

居民健康卡
SAM卡 

芯片检测 电特性、传输协议、随机数、存储器
读写次数等 

COS检测 应用功能、状态机、防拔等 

卡片检测 卡尺寸、触点的尺寸、模块与卡的粘
合力等 

终端设备 外观与结构检测 

基本物理配置检测 

功能检测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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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居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及产品备案管理办法 

生产单位备案 

产品备案 

资质类型 

公司规模 

财务状况 

质量认证 

安全资质 

生产资质 

生产、供货、服务能力 

质量要求 

功    能 

性    能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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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及产品备案管理办法》 

《居民健康卡生产单位及产品备案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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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缩略语 

4. 数据集元数据属性 

5. 数据元目录 

6. 数据元值域代码表 

7. 数据元存储编码规则及 

    补齐规则  

补充制定：居民健康卡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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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 
目录 

数据元 
值域代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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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元存储编码规则、位数补齐规则 

存储编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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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卫生业务系统 

补充制定：居民健康卡应用接口技术规范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基本数据集》 

《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系统统计指标基本数据集》 

《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系统接口规范》 

补充制定：居民健康卡注册管理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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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用
性

测
试

项
目
报
批

系
统
建
设
与

改
造

项
目
管
理

实
施
准
备

卡片

生产

省级密钥
申领

建设方案报批

项目报告
制度

行政报批

SAM卡申领

数据准备
受理环境

准备

卡管系统
建设

密钥管理
系统建设

卡片

发行

卡片
应用

管理

项目组织
保障

根公钥证书
下载

发卡机构公
钥证书申领

试点报批组
织管理 

基础建设 

测试发卡 

卡片管理 

实施
准备 

《

居

民

健

康

卡

建

设

指

南

》 
 

补

充

制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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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设计与标准规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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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日居民健康卡四地同时首发 

三、居民健康卡建设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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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 

促进信息消费、推进信息惠民 

让居民健康卡成为 

        健康保障“金钥匙” 

1.政策支持不断加强，枢纽定位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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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便民惠民效益逐步体现，社会关注百姓认可 

排队次数：4.3次降为1.4次 

平均候诊时间：缩减23分钟 

居民用卡优惠活动  

持居民健康卡，免挂号费 

百姓笑脸= 
居民健康卡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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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合作全面开展，共同推进发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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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民银行发布联合通知 

大力推进发卡与应用： 

分担用卡成本、制定惠民措施、推进卫生金融应用 

共同构建管理与服务机制： 

服务体系衔接、管理工作协同 

采用联名卡形式：联合确定卡面设计 

共同贯彻落实国务院工作部署， 

推进实施“信息惠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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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蒙 古 

辽
宁 

河
南 

广东 

湖北 

黑 龙 江 

上海 

河北 
山东 

新 疆 

 

陕 

西 

重庆 

北京 

云 南 

浙江 

贵州 

广西 

江苏 

四川 

湖南 

4.试点范围快速扩大，发卡模式探索成熟 

江西 

15个省份实现发卡 

9个省份正在筹备 
海南 

青海 

天津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  

卫生部门与银行合作，

在银行网点申领、发放 

 

发卡对象：全体居民 

省、市、县卫生部门

与银行合作 

利用健康档案或新农

合信息批量制卡发放 

发卡对象：城镇居民、

参合农民 

发卡方式 

医院与银行合作 

现场持身份证制卡，

即办即用 

发卡对象：就诊患者

（城市、农村） 

15省已发 

9省筹备 

30多所大型
医院已发 

主要银行 

已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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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设背景与意义 

      应用设计与标准规范 2 

4        推进思路 

      建设进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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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1 

1.实施国家信息惠民工程居民健康卡专项 

实施“信息惠民工程—居民健康卡试点专项” 

•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人社部 牵头单位 

• 2014年-2016年，共3年 项目时间 

•  15个试点省、45所大型医院 项目范围 

•  项目投资 9.872 亿元 项目资金 

   加快 
   发卡 

发放近6000万
张居民健康卡 
引导带动社会
资本参与 

   完善 
   管卡 

完善注册管理体
系，建立三级互
联的居民健康卡
注册管理系统 

加强应用产品质
量管理 

   丰富 
   用卡 

支持医院、社
区、妇幼、疾
控等业务系统
改造，构建用
卡环境 

推动业务应用 

   推进    
 多应用 

研究建立信息共
享和业务协同机
制 

推进与金融、医
保、市民服务等
相关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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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目的：  促进持续发展 

巩固试点建设成果，促进大规模发卡 

树立发卡应用示范 

总结推广可复制的建设模式 

 

推进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发挥政府导向性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部门提供基础性、公益性的服务 

    社会力量开展专业化、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 

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培育可持续发展模式 

优势互补、多元参与、开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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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广大参合农民发卡，取代新农合卡/证 

• 实现农民就医一卡通和费用报销结算 
新农合 

• 为新生儿发卡，取代计划免疫卡、儿童保健卡 

• 生命全程的健康服务，支持免疫接种和儿童保健服务 
新生儿 

• 为职业病高危人群发卡 

• 支持职业健康体检，为劳动者健康护航 

职业病 

危害人群 

• 为无偿献血者发卡 

• 方便看病就医和优先用血 
无偿献血

者 

• 为患者现场发卡，即办即用，统一医院就诊卡 

• 银医合作，发挥大型医院影响力 

• 优化就医流程，创新服务模式，方便患者 

大型 

医院 

2. 由试点建设 进入 全面推进 

行业
合力
推进 

重点
领域
突破 

应用很重要，发卡是基础！       推进全面发卡，形成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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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推进，全面提速 

国家卫生计生委： 

已实现健康卡发卡的委预算管理医院： 

          年度财政预算资金上浮30% 

纳入中央财政信息化建设投入分配考虑 

纳入大型医用设备配备审批考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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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思路：健康服务居民身份统一标识 

3. 发挥优势，全业务应用 

基
层
卫
生
司 

新农
合应
用 

医
政
医
管
局 

医疗
服务
应用 

妇
幼
健
康
司 

妇幼
保健
应用 

家
庭
发
展
司 

计生
补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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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国务院工作部署，推进健康金融合作 

推进“信息惠民”工程 

普及应用居民健康卡 
推进金融IC卡在 
公共服务领域应用 

合作
推进
联名
发卡 

大力
拓展
卡片
应用 

管理
服务
体系
衔接 

健康
金融
协同
服务 

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通知      推进与银联、商业银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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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银联战略合作，开展各项合作活动  

整合银联和商业
银行资源投入 

农村地区受理环
境直接建设投入 

居民用卡引导与
宣传 

长期运营 

模式研究 

技术合作 

多应用规范研制 
政策、项目争取 

金融应用 

产品设计  

增值应用 

业务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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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放兼容，搭建平台，共赢发展，成果惠民 

医改推进 

卫生信息
化建设 

卫生服务
效率质量 

医患
关系 

金融IC卡
发放普及 

健康金融
协同深入 

多行业应用
有机集成 

产业发展 

读写
设备 

国密
算法 

国产
芯片 

卡片
制造 

IT 

产业 

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 

支付应用
范围扩大 

促进信息惠民 

智慧城市 

Java卡 

多方共赢
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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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强注册管理能力建设，确保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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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注册管理系统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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