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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建置目的與系統精進 

新增查詢資料項目 

提供特定項目提示功能 

建置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 

連結院所電子病歷交換系統(EEC)首頁方便查詢影像 

強化就醫隱私保障 

執行成效評估 

未來預定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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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目的及系統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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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前述推動基礎，105年起參考醫
界意見，擴大為「健保醫療資訊雲
端查詢系統」： 

 

 

 

 為落實健保資源合理使用，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本署自102年7月
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供醫師及藥師可查
詢其病人過去三個月門、住診處方用藥內容，發揮用藥安全把關
的成效。 

新增查詢資料項目 

提供特定項目提示功能 

建置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 

連結電子病歷交換系統(EEC)首頁方便查詢影像 

強化就醫隱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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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藥歷系統(西醫用藥) 

特定藥品用藥紀錄 

過敏藥物紀錄 

復健醫療紀錄 

中醫用藥紀錄 
 

出院病歷摘要 

檢查檢驗結果 

牙科處置及手術 

檢查檢驗紀錄 

手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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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月) 

(6個月) 

(3個月) 

(6個月) 

(24個月) 

(6個月) 

(6個月) 

(特定管制藥品&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永久) 

(12個月) 

(6個月) 

新增查詢資料項目(目前已提供11大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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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查詢流程(醫事機構卡、醫事人員卡及病人健保卡三卡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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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下載流程(須經病人事先簽署書面同意書) 

批次下載作業申請
及執行計畫研擬 

醫院及病人簽署書
面同意書 

預約掛號 

醫院上傳病人資料 

就醫用藥資料交互作
用及重複用藥比對 

醫師處方開立 

藥師用藥諮詢衛教 

醫事服務機構簽署同意書 

就醫病人簽署同意書 

批次下載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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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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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頁籤資訊 



提供特定項目提示功能(一) 

20類檢驗(查)項目最近一次檢查(驗)日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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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特定項目提示功能(二) 

保險對象特定用藥及照護計畫項目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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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特定項目提示功能(三)  

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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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一) 

雲端藥歷頁籤-用藥時間軸及用藥統計圖形顯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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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二) 
中醫用藥頁籤-用藥時間軸及藥品餘藥量圖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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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圖形化友善查詢介面(三) 

檢查檢驗結果依時間排序子畫面-DM/血脂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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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院所電子病歷交換系統(EEC)首頁- 
方便查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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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病摘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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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可呈現病歷摘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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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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醫療資
訊雲端查詢
系統標竿學
習分享會 

資源 品質 
避免不必要
之醫療浪費 

病人就醫及用
藥安全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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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運用健
保雲端藥歷系
統獎勵措施 



強化就醫隱私保障 (一) 

民眾就醫隱私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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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民眾設定密碼功能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規劃建置民眾設定密碼功能，
與健保卡密碼同步檢核，並提供不需密碼可完成掛號及批
價之讀卡機控制軟體元件 

民眾可至各鄉鎮市區公所或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聯合服務
中心進行健保卡密碼設定或密碼解除作業。 

民眾有限制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師、藥師查詢其就醫紀錄
之選擇權，如於健保卡設定密碼仍可正常就醫及登錄就醫
紀錄，惟醫事人員無法查詢其健保卡內就醫紀錄及健保雲
端系統資料。 

本署於104年5月15日更新健保憑證元件，加強健保卡密碼
檢核邏輯，以保障民眾就醫隱私。 

部分疾病診斷名稱
以數字代碼取代 

HIV感染者疾病及思覺失調症疾病診斷名稱以診斷數字代
碼取代，以保障病人隱私。 



強化就醫隱私保障 (二)  

加強醫事服務機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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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項目 說明 

有效運用跨院就醫
資料輔助臨床專業
判斷 

輔導妥善運用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各項頁籤，提升病
人就醫及用藥安全及品質，減少病人藥品交互作用及非必要
重複醫療處置 

避免非必要查詢使
用及落實資安保護
措施 

輔導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操作方式及作業流程，避免
非依臨床診療需要之查詢。 

輔導落實有查詢病人就醫用藥紀錄但未申報醫療費用案件管
理，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 

輔導加強院內資訊安全保護及針對有執行批次下載病人就醫
紀錄之機構落實病人書面同意書簽署作業。 

尊重病人就醫隱私
及醫療上保密義務 

輔導檢視機構之HIS系統，避免因病人健保卡設定密碼時，無
法掛號或批價。亦不得強制要求民眾提供健保卡密碼及無故
拒絕提供醫療服務。 

輔導重申醫療專業上之保密義務，且對於主張隱私權保護之
相對人(健保卡設定密碼或不願提供就醫用藥紀錄者)，不應
予以歧視性之待遇，不影響該相對人當次就醫權益。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一) 

項目 辦理情形 
(截至106/5/31) 

新增10項查詢
頁籤項目 

1. 105年新增6項查詢頁籤及回饋院所查詢統計報表：「檢查(驗)紀
錄」、「手術紀錄」、「牙科處置及手術」、「過敏藥物」、「特定管
制藥品用藥紀錄」、「特定凝血因子用藥紀錄」 

2. 106年新增4項查詢頁籤及回饋院所查詢統計報表：「檢查(驗)結
果」、「中醫用藥」、「復健醫療」、「出院病摘」。 

新增提示及友
善查詢介面功
能 

1. 4項查詢頁籤新增友善查詢介面。 
2. 新增特定藥品、檢查(驗)及醫療計畫提示功能。 
3. 新增與院所電子病歷交換系統(EEC)首頁檢核及連結功能。 
4. 新增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實驗室認證註記 

行政管理 1. 加強資訊安全查檢作業及院所輔導機制。 
2. 加強有查詢但未申報醫療費用資料管理報表及輔導機制。 
3. 訂定批次下載病人就醫資料作業原則。 
4. 新增即時上傳檢查(驗)結果資料作業 

結構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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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數查詢比率逐季成長至81.6％ 

查詢人數 就醫病人數 就醫病人查詢比率 

千人 比率％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二) 

過程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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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三) 

過程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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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項目 
總查詢 
院所數 

 查詢醫事人
員數 

 被查詢病人數 
 每筆平均回
應秒數 

 查詢總筆數 
105年 

查詢總筆數 

醫學中心          26       11,110        3,899,395             0.8       40,249,206        41,891,951  

區域醫院          85       13,459        5,348,906             1.0       47,964,805        54,203,964  

地區醫院        372         9,722        3,597,929             1.5       22,863,154        26,269,051  

基層醫療-西醫     9,687       16,196      15,780,426             2.9       90,170,846      109,576,262  

基層醫療-中醫     2,371         3,569        2,786,606             2.5       12,843,860          8,750,917  

基層醫療-牙醫     5,394         6,868        4,806,832             1.8       10,811,671        11,630,674  

特約藥局     5,569         6,801        7,727,124             3.1       29,438,833        30,473,438  

居家照護          54             84                 659             4.2               1,575              28,808  

社區精神          12             15                 208             1.3               3,633                   317  

助產所                    19  

醫事檢驗機構            1               1                    1             1.0                      3                     -   

物理治療所 1 1 1 9 1                     2  

合計    23,572       59,749      20,185,768             2.4     253,698,368      282,516,194  
1.資料來源：健保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查詢使用率報表；合計項所有欄位係按全區總歸戶計算。 

2.統計日期： 106/01/01－ 106/09/30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四) 

106年1-9月各層級醫事機構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使用情形 

過程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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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醫院；94％西醫基層；67％中醫診所；81％牙醫診所；90％藥局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五) 

106年1-9月各項頁籤系統查詢使用情形 

過程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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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項目 
總查詢 
院所數 

 查詢醫事人
員數 

 被查詢病人數 
 每筆平均回
應秒數 

 查詢總筆數 
105年 

查詢總筆數 

1.雲端藥歷    23,532        59,566      20,162,494             2.4       249,340,131    278,537,320  

2.特定管制藥品用藥資訊     5,651        15,785          844,644             5.6           3,407,993        3,832,758  

3.檢查檢驗紀錄    16,201        41,117       5,839,647             0.6         32,891,917      10,759,699  

4.手術明細紀錄     6,580        14,036       2,492,229             1.1         12,695,566        2,506,655  

5.牙科處置及手術    14,023        36,054       5,314,643             0.7         23,059,647        6,059,481  

6.過敏藥    10,712        16,054       2,305,109             0.4           8,596,043           310,970  

7.特定凝血因子用藥          93            130                 335             0.4                    850                 561  

8.檢驗(查)結果    16,736        31,646       1,369,635             2.3           3,128,914                   -   

9.出院病摘     4,661         8,570          628,671             1.2           1,715,008                   -   

10.復健醫療     8,264        16,331          693,406             0.5           1,842,931                   -   

11.中藥用藥    17,340        30,267       1,064,136             1.2           2,820,987                   -   

合計    23,572        59,749      20,185,768             2.4       339,499,987    302,007,444  
1.資料來源：健保醫療資訊雲端系統查詢使用率報表；合計項所有欄位係按全區總歸戶計算。 

2.統計日期： 106/01/01－ 106/09/30 

3.106年1-9月整體系統查詢計253,698,368筆，其中線上查詢計184,367,530筆、批次查詢計69,330,838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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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詢病人六類用藥之跨院所用藥日數重疊率逐年降低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六) 

結果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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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執行成效(六) 

103年 104年 105年 
103年-105年 

合計 

降血壓藥物 -  16,552,127  -    47,988,555  -  33,474,135  -  98,014,817  

降血脂藥物 -    3,873,382  -    22,414,407  -  16,229,450  -  42,517,239  

降血糖藥物 -  11,687,392  -    28,832,452  -  20,819,005  -  61,338,849  

抗思覺失調藥物 -  14,239,933  -    38,535,421  -  21,790,991  -  74,566,345  

抗憂鬱症藥物 -    2,099,032  -      6,991,595  -    3,383,515  -  12,474,142  

安眠鎮靜藥物 -    1,855,006  -      7,795,292  -    6,459,035  -  16,109,333  

合計 -  50,306,872  -  152,557,722  -102,156,131  -305,020,725  

被查詢病人六類藥品依用藥日數重疊率下降推估之節省經費 

單位：元 

結果面評估 



未來預定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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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 擴散 

目標管理 

• 系統目標管理 

1.持續發展友善查詢介面 

2.新增臨床實務所需之提

示 

3.提升資料正確性、即時

性及完整性 

• 精進系統功能 • 推展機構使用 

1.輔導醫事機構查詢使用 

2.辦理標竿學習經驗分享

會 

3.委託辦理社區藥局推展

輔導措施 

1.減少非必要重複用藥及檢查，促進健保資源合理使用 

2.加強病人就醫隱私保障 

3.落實資訊安全管理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