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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各醫療院所合作，建置了雲端醫療影

像資訊分享平台，自2018年元旦起，病患在各
大醫院做的電腦斷層攝影（CT）、核磁共振
造影（MRI）等影像資訊，可以上傳此平台。
民眾在某醫院作檢查後，若想到其他醫院、

診所看診，就不用再花時間、花錢請原醫院

將檢查結果製作成光碟，也不需要短時間內

在另一家醫院重複做相同檢查，節省許多醫

療資源。

患跨院所就醫資料，醫師看了這些資料，就能避

免重複開藥，也可避免重複安排檢查，對病患來

說，這也是有好處，重複用藥，很容易對身體造

成傷害，重複接受影像學檢查，也可能有輻射累

積疑慮，若使用雲端醫療系統做診斷輔助，這些

風險就會大幅降低，也能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在診所也可看檢查報告　就醫更便利

過去民眾到大醫院做檢查後，因為所有檢查報

告都在這間醫院，需要後續追蹤時，就得花時

間往返醫院。而大醫院人潮眾多，從掛號、候

診、看診，到做檢查、批價、領藥等，都需要花

很多時間等待，去一趟大醫院，往往得花半天、

一天時間。

診所、醫院若使用雲端醫療資訊系統，民眾到大

醫院做檢查後，至居家附近診所看診，診所醫師

也能看到檢查報告，許多基層診所醫師經驗豐

富，看到檢查報告，也能做出精準判斷，這樣民

眾就不用花時間猛跑大醫院，分級醫療「社區好

醫院，厝邊好醫師」理念也就得以落實。

目
前，包括電腦斷層攝影、核磁共振造影、

胃鏡、大腸鏡、超音波、X光片等影像檢

查、報告，以及手術、用藥等11項醫療紀錄資

訊，都可以透過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進

行查詢，當民眾就醫，基層診所、各大醫療院所

醫師就可以獲得更多資訊作參考，診斷、治療

上也就更精準、更有效率。

健保署醫審及藥材組專門委員曾玟富指出，雲

端醫療資訊系統是「以病人為中心」，整合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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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偏鄉、離島地區的民眾來說，由於路途遙

遠，就醫非常不便。曾玟富指出，偏鄉、離島地

區民眾更有機會感受雲端醫療資訊系統所帶來

的好處、便利，在地診所醫師或巡迴醫療醫師

只要運用這套系統，便可追蹤病患過去檢查紀

錄與醫療紀錄、藥歷等資訊，醫師開藥時，也能

了解病患對哪些藥物過敏，除了降低藥物過敏

機率，也可避免重複用藥、藥物交互作用等問

題，治療策略也能持續下去，病患更可免去長

途奔波之苦。

三卡認證　幫助維持病患隱私

雖然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有許多優點，

但醫療隱私部分，也是民眾所關注。曾玟富表

示，這套系統屬於封閉型網域，主要提供健保特

約醫療院所使用，民眾持健保卡就醫，醫師必須

透過三卡（醫事機構卡、醫師卡及病人健保卡）

認證，才能查詢病患資訊。

不只如此，民眾也可以設定健保卡密碼，選擇醫

療資訊是否可供醫師、藥師查詢，如果不願將個

人醫療資料提供醫師、藥師查詢，可至健保署各

分區業務組或聯合辦公室、各鄉鎮市區公所健

保業務單位等設定健保卡密碼，設定密碼後，

醫療人員就無法透過本套系統查詢病患醫療資

料，而醫療院所也不得強制要求民眾提供密碼

或無故拒絕提供服務。

曾玟富認為，這套資訊分享機制有助壯大基層

醫療量能，也能提升病患就醫品質，讓民眾就

醫更方便，並減少醫學中心人滿為患問題，醫

護人員工作負擔也減輕不少，可幫助扭轉臺灣

醫療生態惡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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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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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雲端藥歷系統
（西醫用藥）

特定藥品用藥紀錄
（特定管制藥品＆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過敏藥物紀錄

3個月 3個月6個月

復健醫療紀錄 中醫用藥紀錄

出院病歷摘要牙科處置及手術檢查檢驗紀錄手術記錄
檢查檢驗結果

（報告、檢查數值及影像）

永久 12個月

6個月 6個月6個月 24個月 6個月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可以查什麼呢？可查詢的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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