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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工作组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佛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市人民医院、连州市人民医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

第五研究所、北大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芸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双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奇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卓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斌、杨洋、陆慧菁、严静东、余俊蓉、黄慧勇、张家庆、陈翔、谭志明、贺嘉嘉、
曹晓均、高峰、陈涛、李永强、查正清、杨广黔、吴丽萍、李体远、潘遂壮、张彩霞、袁文榆、郑淑娥、孙立峰、
梁伟军、侯海岗。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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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慢病管理平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互联网慢病管理平台的功能要求、数据元属性设计及服务设计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中符合互联网诊疗规定的常见慢病(如高

血压、糖尿病等)管理平台的建立、使用、监管以及数据的管理和共享,其他慢病管理平台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2261.2—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2部分:婚姻状况代码

GB/T4761—2008 家庭关系代码

GB/T7408—2005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WS364.3—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3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WS364.5—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5部分:健康危险因素

WS364.6—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6部分:主诉与症状

WS364.10—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10部分:医学诊断

WS364.11—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11部分:医学评估

WS364.12—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12部分:计划与干预

WS445.1—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1部分:病历概要

WS445.2—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2部分:门(急)诊病历

WS445.3—2014 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第3部分:门(急)诊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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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8〕25号)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8〕25号)
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国卫医发〔2018〕25号)
处方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53号)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卫医政发〔2011〕11号)
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国卫办医发〔2018〕14号)
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临床版2.0(ICD10)
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2.0(ICD9)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慢病管理 chronicdiseasemanagement
对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并发心功能不全、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出血及脑梗死(恢复期)、精神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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