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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研討會 



背景與問題簡介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與運作方式 

查詢系統具體效益 

未來努力方向 

簡報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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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藥歷系統之緣起 

外在環境惡化     人口快速老化 多重慢性疾病患者增加 

 不易掌握個人完整健保資料 
 需要申請病歷或個人醫療資料

時耗時費力 
 就醫資訊不對等 

•民眾 

 醫療院所內部缺乏  
資訊整合流通 

 無法查詢民眾  
跨院就醫紀錄 

 無足夠的資訊協助
開立最適合病患之
處方 

•醫療服務提供者 
 醫療費用支出不斷上升 
 醫療資源有限需 

有效分配 
 醫療品質及效率必須更

提升 

•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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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訊系統輔助提升醫療品質 

被保險人 
(民眾) 

醫療 
提供者 

醫療服務 

就醫行為 

雲端藥歷 
102年實施 

 
 

 

醫事人員即時 
查詢病人過去 

3個月用藥紀錄 

健康存摺 
103年實施 

 

 
 

民眾隨時取得 
完整醫療資料 
及保險狀態 

協助民眾進行 
自我健康管理 

鼓勵健康促進 
邁向初段預防 

保障病人安全 
提升醫療品質 

避免重複處方 
提升醫療效率 

中央智慧系統(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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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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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重複用藥♔ 

 避免醫師開立藥品處方時，與病人當時所服用藥物(包
括中藥及西藥)有不良反應作用♔ 

 進行牙科處置時可注意病患用藥是否影響治療♔ 

 可瞭解無法言語之病患(如路倒急診) 是否為藥物引起及
檢查其用藥情況♔ 

 藥師調劑藥品時，可再次給予用藥諮詢與衛教♔ 

 

102年7月本署運用雲端查詢概念，建置以病人為中
心之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在病人同意下，提供醫師
即時查詢做為診斷處方參考，以及藥事人員對病人
用藥檢核或諮詢，以落實健保資源合理使用，提升
醫療服務品質。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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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雲端藥歷系統資料來源及運作方式 

每日更新：健保卡上傳資料 
每月更新：醫療費用申報資料 

更新 

資料彙整與統計： 
中央健康保險署(HNIA) 

病人知情同意下的兩種
查詢查詢方式 

查詢 

醫院 診所 藥局 

健保雲端藥歷
資料庫 

方法1： 
直接查詢 

方法2： 
批次下載 

病人健保卡 

健保署安全模組卡 
醫事人員卡 

醫師 藥師 

下載資料至院內電子
病歷(醫療)系統 

院內病歷(醫療)系統
確認用藥安全 

醫師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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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下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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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簽署 

書面同意書 

預約掛號 

醫院上傳病人資料 

藥歷資訊彙整提供 

醫院整合HIS系統 

醫院進行藥物交互作
用及重複用藥比對 

醫師處方開立 

藥師用藥諮詢衛教 

醫事服務機構簽署 

就醫病人簽署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

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

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

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

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

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

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

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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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藥歷的提供符合個資法規定 

健保署本於法定職掌建置「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協助醫

師、藥師查詢病人之用藥資訊，以提供更妥適的診療、調

劑服務，為增進全民健康的必要方法，且有適當安全維護

措施，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 

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第11條

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之診療服務時，依

醫療需要，讀取健保卡內已存放、上傳之就醫紀錄或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之保險對象就醫結果紀錄及醫療費用資

料。但經保險對象設定密碼限制讀取資料者，不在此限。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1款「法律明文規

定」，醫師、藥師同時也是協助健保署執行法定職務，符

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但書第5款規定。 

 10 



民眾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措施 

封閉型網域系統：雲端藥歷為封閉型網域系統，不連接外
部網路。 

必須病患本人書面同意才能下載：醫事機構需簽署「就醫
紀錄與結果資訊檔使用同意書」，承諾資料保護措施，並
經病人書面同意，始可為之；完成當次診療後，應即將該
下載資料銷毀。健保署不定期現場稽核，檢視醫事機構資
安設備、同意書及下載資料銷毀作業方式。下載資料有併
入病歷資料的情形，則依病歷相關規定管理及保存。 

登錄認證嚴格：醫師、藥師需透過健保卡專屬讀卡機，同
時認證醫師(藥師)卡、病人健保卡及醫事機構安全模組卡，
才可查詢病人用藥紀錄。 

遵守保密義務：醫師及藥師對於所知悉之病人醫療資訊，
依醫師法及藥師法相關規定，負有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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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相關法規及個人資料保護法 

1. 因業務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不得無故洩漏。  
2. 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

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
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就醫隱私權益保障 

健保卡設定密碼 特定疾病名稱代碼呈現 

因應病友團體建議，HIV感染
者疾病及精神疾病診斷名稱
以診斷代碼取代 

1. 與健保卡密碼同步檢核 
2. 可至鄉鎮市區公所或本署分區

業務組聯合辦公室設定 
3. 不影響就醫權益與流程 

 



推展措施及鼓勵方案 

= 

鼓勵醫事服
務機構即時
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方案 

全民健康保
險家庭醫師
整合照護計
畫方案指標 

醫院及西基
總額品質保
證保留款實
施方案指標 

門診特定藥
品重複用藥
核扣方案 

資源 品質 
避免不必要
之醫療浪費 

病人用藥安全
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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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藥歷查詢次數成長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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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Q4 103Q1 103Q2 103Q3 103Q4 104Q1 104Q2 104Q3 104Q4 105Q1 105Q2

特約藥局 - - 129 14,524 405,160 1,620,751 3,977,788 8,166,889 13,967,160 20,818,307 27,330,714

醫院層級 49,332 336,127 1,440,327 5,172,709 15,315,087 28,824,218 48,521,648 72,215,543 96,996,863 123,642,227 152,292,514

基層診所 1,053 12,906 33,399 302,425 3,767,746 11,787,188 28,108,450 48,675,451 74,148,201 103,507,013 131,584,646

其他 - - - 7 26 54 106 145 186 224 5,885

總計 50,385 349,033 1,473,855 5,489,665 19,488,019 42,232,211 80,607,992 129,058,028 185,112,410 247,967,771 311,213,759

 50,385   349,033   1,473,855   5,489,665  

 19,488,019  

 42,232,211  

 80,607,992  

 129,058,028  

 185,112,410  

 247,967,771  

 311,213,759  

 -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200,000,000

 250,000,000

 300,000,000

 350,000,000



用藥日數重疊率之成長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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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高血壓用藥 門診高血脂用藥 門診糖尿病用藥 

藥歷查詢病人 -32.10% -35.42% -36.61%

整體病人 -26.32% -28.83% -28.79%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成
長
率
改
變
情
形 

104年全年跨院門診三高疾病用藥日數重疊率之成長幅度下降 



台中榮民總醫院推動雲端藥歷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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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時間序列表(Timeline)以「顯示螢幕之圖
形化使用者介面」通過專利申請。 

六大藥理同院所重複用藥監測持續下降，由103年
1.31％降至104年0.94％；下降率28.24%。 

協助醫師開立處方時，重複用藥提示，每月9,000
餘次，交互作用攔截每月約2,000次。 



彰化基督教醫院推動雲端藥歷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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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6大藥理跨處方重複用藥日數下降約50% 

門診跨處方審核結合雲端藥歷系統之建置，藥師
介入而減少不必要之藥費支出約100萬元/年。 

 



雲端藥歷系統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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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別 參加院所數 查詢次數 推估減少非必要處方藥費($)  

103Q1 331 298,648 0.56億 

103Q2 576 1,302,355 2.41億 

103Q3 2,421 3,910,761 6.63億 

103Q4 5,500 13,925,870 19.59億 

103年合計 29.19億 

104Q1 7,799 22,744,200 22.84億 

104Q2 13,150 38,338,282 27.51億 

104Q3 16,995 48,450,028 27.85億 

104Q4 18,690 56,260,749 26.71億 

104年合計 104.91億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推估減少非必藥處方藥費 



小結 

19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已有具體成效 

一.收載民眾完整跨院用藥資料，輔助醫師及藥師更完整臨床

專業判斷與提供醫療服務。 

二.有效降低病人重複用藥及提升用藥品質。 

三.提供醫事機構下載病人用藥紀錄，進行用藥交互作用比對

及用藥整合。 

四.輔助醫師及藥師進行病人 

   藥品檢視與衛教。 

五.減少非必要之處方藥費， 

   有效運用藥品資源。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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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 

104年 

103年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運用推廣計畫 

1.精進健保醫療資訊查詢系統 

2.規劃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 

105-106年 

建置健保雲端藥歷查詢系統 

1.精進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增加「複方成
分」、「同成分總給藥日數」等資訊 

2.發展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七頁籤) 

發展健保醫療資 
訊雲端查詢系統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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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用藥查詢系統 

(規劃建置中) 

 

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 

復健醫療查詢系統 

(規劃建置中) 

檢查檢驗紀錄查詢系統 

手術項目查詢系統 特定藥品用藥查詢系統 

(管制藥品用藥/凝血因子用藥) 

牙醫處置及手術項目 

查詢系統 

過敏藥物史查詢系統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檢查(驗)結果查詢系統 

(規劃建置中) 
出院病歷摘要查詢系統 

(規劃建置中)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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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特定醫
療資訊查詢系統 

檢查檢驗紀錄 

手術明細紀錄 

牙科處置及手術 

過敏藥資訊 
特定凝血因子用藥紀錄 



結論 

智慧醫療及就醫資訊雲端交流係WHO衛生政策方向，透過
醫療資訊整合與應用輔助醫事人員提供更完善之醫療照護 

政府單位及醫事人員應共同合作，營造良好的就醫環境，
以提升就醫(用藥)安全品質及醫療資源有效運用。 

有效提升民眾就醫(用藥)安全品質，減少非必要醫療資源
耗用，永續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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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