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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技术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高校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人群，大学生身心健康受到广

泛关注。国内外都相继建设和应用电子健康档案来跟踪大学生的健康状况。电子健康档案应用了多种新兴互联网技术，以便捷、高效、永

久等优势受到了不同使用人群的青睐。但电子健康档案也存在一些缺陷。未来普及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将成为守护国民健康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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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青年人的主力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

了家庭、学校、政府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为此不同的学校和各

级政府都为各个阶段的大学生建立了健康档案。而随着信息时代的

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过去的所应用的片端化、零散化、繁琐

化的健康档案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和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故如何

建立应用当代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成为不同人群所关注的问题。 

1 高校电子健康档案建设现状 

我国电子健康档案建设相比于国外起步较慢，建设较晚。虽然

我国互联网技术近十年发展迅猛，但电子健康档案的建设和使用尚

不成熟，还处于探索阶段。欧美国家对高校电子健康档案的建设则

更为成熟，主要体现在档案技术的使用、健康档案功能模块的构建

和电子档案规范化管理。现阶段，高校电子健康档案还处于碎片化

的记录和储存阶段。对于大学生健康档案的系统管理、深入研究、

跟踪随访等方面欠佳。与此同时，学校、政府、医院对高校电子健

康档案的建设还不够重视，资金、人力和技术支持都十分欠缺。 

2 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应用现状 

编制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 , 将参照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健康标

准数据制作。在校生可以在校园的任何一网络终端上随时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和与自己相关的医疗保健知识 , 以及近期相关的医疗

信息[1]。电子健康档案对一些隐匿性的、 临界状态的、亚健康的信

息做以跟踪动态观察 , 对疾病的早发现、 早治疗提供有利条件 , 

并赢得康复的宝贵时间。有利于校方准确了解在校生的身体状况。

通过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医务人员可以随时查询既往学生就诊信

息，使医生能够快速、准确的诊断疾病，有效的提高医疗质量，发

现疾病及早干预。大学生电子健康档案的应用可将学生在校期间的

健康状况不断更新，最终提供一份连续动态的健康档案。同时电子

健康档案可以迅速便捷查询所有学生的健康数据，随时监测学生身

心健康状况。这样利用该系统不但有效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能

够为校方、政府、医院等部门提供丰富的健康数据支持[2]。 

3 电子健康档案采用的技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很多高校都引入了 OA 系统，合成高

校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和 OA 系统，能够实现两个系统中数据的交换

和共享，有利于加快高校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进程[3]。区块链技

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及保证数据不被篡改等特点恰可弥补电子健

康档案开放共享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点，有助于解决电子健康档案开

放共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健康档案有利于

解决健康信息数据孤岛问题，提升医疗效率，同时实现健康信息共

享[4]。随着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率及社交媒体应用的广泛推广，微

信公众平台成为了新的信息交互和社交手段，利用微信公共平台的

即时通讯、社交功能，实现用户身心健康信息的获取，管理者可在

后台进行数据的整合和处理，形成个性化的电子健康档案[5]。 

4 电子健康档案的优势及不足 

数字化电子档案解决了学校医院对纸质档案的保管和查询不

便的问题，极大简化了健康档案管理的流程。 由于大学生毕业后

的流动性，还可以进行数字化健康档案的转接。有利于建立学校、

社区、医院三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根据学生健康个性化评

定情况，提供及时的健康养护建议[6]。与此同时电子档案与传统的

纸张档案相比，风险性更大，如果没有好的安全防范措施，电子健

康档案数据很容易被入侵，同时在电子档案管理利用等各个环节，

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操作、丢失、病毒、黑客侵犯等问题[7]。电

子档案对档案管理人员的技术要求更高，有些档案管理人员信息安

全知识匮乏，对电子信息技术掌握不足，已不能完全满足和适应当

前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由此，电子健康档案的普及也受到一

定的限制[8]。 

5 展望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大学生健康状况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电子健康档案系统的建

设和应用越来越广泛，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为电子档案的建设和整

合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使电子信息档案的管理水平逐步提高，

在不久的将来，电子健康档案的管理应用模式更为完善，各种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规避管理风险，让电子健康档案更好地服务

高校以及国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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