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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子病历（EMR,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也叫计算机化的病案系统或称基于计算机的病

人记录（CPR,Computer-Based Patient Record）。  

      电子病历是用电子设备（计算机、健康卡等）保存、管理、传输和重现的数字化的病人的

医疗记录，取代手写纸张病历。它的内容包括纸张病历的所有信息。美国国立医学研究所将

定义为：EMR是基于一个特定系统的电子化病人记录， 该系统提供用户访问完整准确的数据

、警示、提示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能力。

      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简称EMR）据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电子病历基本架

构与数据标准电子病历》中定义为：电子病历是医疗机构对门诊、住院患者（或保健对象）

临床诊疗和指导干预的、数字化的医疗服务工作记录。是居民个人在医疗机构历次就诊过程

中产生和被记录的完整、详细的临床信息资源。

      电子病历是随着医院计算机管理网络化、信息存储介质--光盘和IC 卡等的应用及Internet的

全球化而产生的。电子病历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必然产物，是医院病历现代

化管理的必然趋势，其在临床的初步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医院的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但这

还仅仅是电子病历应用的起步。

      本电子病历行业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

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

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电子病历行业市场调研与发

展前景研究报告是2018-2024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

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

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

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

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电子病历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电子病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电子病历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

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

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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