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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的结构和名称如下:
———GB/T38961—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参考模型;
———GB/T38962—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
———GB/T38963—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应用接口。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河北省政务服务中心、河南

省大数据管理局、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衢州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浙
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合肥市数据资源局、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福建正孚软件

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电科云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盾安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向东、尹智刚、陈治佳、赵波、周平、于浩、于锐、杨林、国伟、孙文龙、陈亚军、

杨庄媛、王齐春、孙富安、姜舟、徐云、李景曦、王赟萃、李松渊、马晓镌、张晓东、温喆、张红振、林文昊、
钱学文、姜淑娟、李宁、孙茂阳、齐同军、黄颖纯、聂楚江、李恒训、赵立、江万鑫、杨强、罗朝亮、杨鹏、
李昊龙、林冠辰、仲里、王舒墨、陈磊、陈昊、侯海实、陈丽平、王永霞、滕一帆、王鹏达、焦秀珍、王剑冰、
黄炜耀、房迎、王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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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危害的过程中,
需要采集、存储和处理个人健康信息,以实现多种管理用途,主要包括:

———快速获取个人健康的相关信息;
———统计某种流行病或疾病的相关信息;
———管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流动;
———互认健康信息业务等级。

2020年2月以来,在COVID-19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中,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简称

“一体化平台”)提供的防疫健康信息码、部分省(区、市)建设使用的“健康码”,作为个人健康信息码的一

种重要形式,成为快速采集、存储和处理个人健康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个人健康信息码在实际应用过

程中,存在码制组成和数据格式不一致、数据不共享和互认机制缺乏等问题,给人员跨地区流动带来了

不便。因此,从当前的实践情况和长远的应用需求来看,需要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标准一致。除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外,个人健康信息码在个人医疗、健康养老或其他重大公众活动管理过程中同

样适用。
本标准中规定的具体事项,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另有规定的,需遵照其规定执行。

Ⅳ

GB/T38962—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数据格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的数据结构、数据元属性、数据格式和数据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个人健康信息相关应用系统的设计、开发和系统集成,也适用于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

的收集与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2261.1—2003 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第1部分:人的性别代码

GB/T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38961—2020 个人健康信息码 参考模型

WS363.6—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6部分:主诉与症状

WS364.4—2011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4部分:健康史

3 术语和定义

GB/T38961—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据元 dataelement
由一组属性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GB/T18391.1—2009,定义3.3.8]

4 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结构

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包括:

a) 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健康信息主体(自然人)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证件类型、证
件号码、户籍区划、区划内详细地址、联系电话、基础病史等。

b) 个人健康信息:个人健康信息主体(自然人)的健康数据。包括体温、当前症状、高风险地区居

住和停留情况、高风险人员接触情况和健康信息申报时间等。

c) 行程信息:个人健康信息主体(自然人)在近期一段时间内居住或曾经停留超过一定时长的位

置信息。包括当前所在或曾停留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城
市(州、盟等)、区(县、县级市、旗等)和行程信息核验情况等。

d) 健康证明信息:个人健康信息管理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主体(自然人)健康状态评定结果。包

括健康风险等级、健康风险等级评估时间、健康风险等级评估原因、医学检测结果、医学检测机

构、医学检测时间和数据来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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