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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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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香港中醫服務提供者：  

• 註冊中醫師                 

• 有限制註冊中醫師  

• 表列中醫師    
 

現時香港中醫藥的情況：  

• 仍有不少診所使用手寫紀錄 

• 業界使用電腦進行診療工作仍未普及 

• 部份診所會使用獨立的電子醫療紀錄系統，但
這些系統未必能夠，或至少不能大規模地互通
資料 

• 暫時未有一套標準化的詞彙及術語 

6,898 

62  

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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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制定
有關中醫
的公共衞
生政策 

臨床工作
更有效率 

保障病人
安全 

更容易了
解病人詳
細的病歷 

更良好的
病歷紀錄
管理 

成本效益 

電子健康紀錄的重要性 

對病人、中醫藥業界以及社會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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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紀錄意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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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業界對電
子健康紀錄及
病歷紀錄互通

的態度 

了解業界對
使用中醫診
所管理軟件
及電子健康
紀錄的顧慮 

了解現時私
人中醫診所
使用電腦的
普遍性 

2014年9月進行中醫電子健康
紀錄問卷調查 



• 對象：香港註冊中醫師 

• 樣本數量：  

• 準確度         =  5%  450 註冊中醫師 

• 預計回覆率     =  25%  1800 註冊中醫師 

• 方法：隨機抽樣1800位中醫師，郵寄自填式問卷（其中有
92個未能成功寄出） 

• 數據收集期間： 29/9/2014 – 31/10/2014 

• 256 回覆  (回覆率近 15.0%) 

• 247 樣本用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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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中醫界對電子健康紀錄意見的問卷調查 



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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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腦
及診所管
理軟件的
情況 

對診所管理軟
件的意見 

對電子健
康紀錄的
取態 

• 使用電腦診症
的普遍性 

• 不使用電腦的
原因 

• 使用的電腦的
主要用途 

• 使用電腦診症
軟件的顧慮 

• 對軟件的要求 

• 需要互通的資料 
• 參與計劃的興趣 

三大部分 



*機構包括醫管局轄下三方合作教研中心、大學診所、非政府機構診所以及流動醫療車。 

私人集團式 

19 (8%) 

私人單獨 

152 (61%) 

*機構 

76 (31%) 

執業診所形式 
受訪中醫師：247人 

年齡少於50歲： 
125 (50.6%) 

使用電腦的受訪中醫師： 
148 (59.9%) 

受訪人統計分佈 

8 



內科 

220 (89.1%) 

針灸 

162 (65.6%) 

骨傷推拿 

85 (34.4%) 

152  
(61.5%) 

66 
(26.7%) 

65 
(26.3%) 

62 
(25.1%) 

診症科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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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統計分佈 
受訪中醫師:247人 



診所電腦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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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95.9% 

98.0% 63.9% 

66.0% 

登記 

病歷紀錄 

處方 藥房管理 

診所管理

及統計報

表 

主要用途 

          
大约 60% 醫師表示診所現有使用電腦 

現有使用電腦 : 148人 



59.0% 

30.1% 

41.0% 37.3% 

22.9% 

數據遷移至電腦的過

程艱鉅 

缺乏電腦知識，如不

懂使用中文輸入法等 

中醫診所管理軟件成

本高昂 
電腦設備成本高昂 

手寫更為方便 

其他原因： 
1. 長時間使用電腦帶來職業勞損問題 
2. 決策自主問題 
3. 憂慮系統穩定性 

受訪中醫師 : 247人 
機構: 76人 

私人執業: 152人(單獨) + 19人(集團) 

不使用原因 

不使用電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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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30% 醫師表示沒有使用電腦 



中醫診所管理軟件類別 

CMIS 

32 

(22%) 其他 

4 

(3%) 
自行研發 

27 

(18%) 

中藥供應商及

軟件開發公司 

60 

(40%) 

微軟Office 

25 

(17%) 

12 

微軟 

 Office  

21 

(24%) 

自行研發 

12 

(14%) 

中藥供應商

及軟件開發

公司 

53 

(60%) 

其他 

2 

(2%) 

私人執業 (88人) 

受訪中醫師 : 247人 
機構: 76人 
私人執業: 152人(單獨) + 19人(集團) 

現有使用電腦:148人 



對現時應用的中醫診所管理軟件的意見 

其他評語： 
1. 系統的複雜性 
2. 技術支援及售後保養不佳 
3. 系統未夠穩定 

私人執業醫師普遍對現時使用
的軟件不太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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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36.7% 

59.2% 

44.9% 

26.5% 

0.0% 20.0% 40.0% 60.0%

電腦設備成本高昂 

管理軟件成本及保養費用… 

功能未切合診症流程需要 

售後服務不如理想 

軟件系統速度慢 

          
大约 60% 醫師表示不滿意 



          
中醫師對電子健康紀錄的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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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醫師表示有興趣參與電子健康紀錄 

分析發現： 
• 年齡 與 採用電腦的取態有重大的關聯性 

• 不論任何營運模式，50歲或以下及一直使用電腦的中醫師更加傾向支持 

139/148 

(93.9%) 60/99 

(60.6%)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用家 非用家 

使用電腦習慣 

41/42 

(97.6%) 
42/43 

(97.7%) 34/40 

(85.0%) 
12/60 

(80.0%) 

34/62 

(54.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歲或以上 

年齡組別 



60.7% 

71.5% 

74.9% 

77.4% 

73.4% 

88.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配藥紀錄 

治療方法紀錄 

處方紀錄 

臨床診斷及證型紀錄 

病人診療進展紀錄 

過敏紀錄 

認為需要互通的資料 

醫師對病歷紀錄互通的需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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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中醫藥臨床管理系統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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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61.1% 

39.3% 

83.0% 

61.9%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其他 

容易進行數據統計及分析 

易於保障病人私隱 

保存病人完整的健康紀錄 

減少因使用紙張形式的記錄而出現的

錯誤 

其他評語： 
1. 節省時間，提升工作效率 
2. 環保，節省儲存空間，易於查找病歷 
3. 方便診所管理 

受訪中醫師:247人 



對應用中醫藥臨床管理系統的顧慮 

69.6% 

52.2% 

30.4% 30.0% 

6.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系統的穩定性 系統的安全性 不易使用 增加診症時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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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顧慮： 
1. 成本高昂 
2. 系統設計問題 

3. 中文輸入方法 
4. 忽略對病人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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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總結 

          
80.6% 中醫師表示有興趣參與電子健康紀錄 

 保存病人完整的健康紀錄 
 減少使用紙張形式紀錄 

 提升工作效率 

 臨牀工作有質量保證 

 易於查找病歷 

 減少手寫紀錄出現的錯誤 

 有助數據統計分析 



業界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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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系統
未能配合
臨床需求 
(59.2%) 

•擔心病歷
資料傳輸
的問題 
(59.0%) 

•軟件 
(41.0%) 
及 電腦設
備 
(37.3%) 

•穩定性
(69.6%) 
及 安全性 
(52.2%) 

系統 成本  

設計 技術 

問卷調查結果總結 



預約 登記/掛號 就診 發藥 繳費 

展望：中醫藥臨床管理系統 

• 探討建立一個臨床管理系統給香港中醫藥業界使用 

• 集所有診所功能於同一系統內 

• 符合電子健康紀錄的保安和系統互通性的要求，以及電子健康紀錄的
信息標準 

• 使用標準化中醫藥臨床詞彙表 

中醫藥臨床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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