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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mart on FHIR
2.藥物的編碼與成分資料庫



Smart on FHIR

• SMART on FHIR
• SMART - "Substitutable Medical Applications, Reusable Technologies"

（可替代醫療應用程式，可重複使用技術），
• FHIR - "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快速醫療互操

作性資源）。

• "SMART on FHIR" 的完整意思是「基於快速醫療互操作性資源的可
替代醫療應用程式，可重複使用技術」。



SMART

"Substitutable Medical Applications, Reusable Technologies"（可替代醫療應用程式，可
重複使用技術）是指一種用於醫療領域的應用程式和技術，具有以下特點：

1.可替代性（Substitutable）：指這些應用程式和技術可以相互替換，即一個應用程
式或技術的功能可以被另一個同類型的應用程式或技術所取代。這種可替代性有助
於用戶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

2.可重複使用性（Reusable）：指這些應用程式和技術是可重複使用的，即它們可以
在不同的環境和場景中多次使用，而不需要重新開發或修改。這有助於節省開發時
間和成本，並促進技術的標準化和共享。

在醫療領域，Substitutable Medical Applications, Reusable Technologies（SMART）通常
指的是基於標準化技術和API的可替代性醫療應用程式和可重複使用的技術。這些應
用程式和技術可以與醫療訊息系統（如電子病歷系統）集成，並通過標準化的方式
實現數據交換和共享，從而提高醫療系統的互操作性和效率。



SMART

• SMART—An App Platform for Healthcare
• Open Standards
• Tools and Infrastructure
• App Gallery





SMART

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規範，而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在推動醫療領域中可替代性的應
用程式和可重複使用的技術。
這個概念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的規範和標準：
1.應用程式規範：SMART 通常包括關於可替代性醫療應用程式的規範，這些應用程式
可以集成到不同的醫療資訊系統中，並與之互動。這些規範可能涉及應用程式的功
能、界面設計、數據格式、安全性等方面。

2.API 標準：SMART 也關注用於應用程式和醫療資訊系統之間交換數據的 API 標準。
其中，FHIR（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是一個常見的標準，用於在
不同的醫療系統之間共享和交換醫療數據。

3.數據標準：SMART 也可能涉及關於數據格式和標準的規範，確保不同應用程式和系
統之間可以準確地解釋和處理醫療數據。

4.安全標準：由於涉及醫療數據的交換和共享，SMART 也關注安全方面的規範，包括
用於身份驗證、數據加密、查看控制等的標準。



什麼是Smart on FHIR

• SMART是一個用於推動醫療領域可替代性應用程式和可重複使用
技術的概念，並不是僅限於第三方認證（例如 OAuth）的架構。

• SMART on FHIR
• 是一個特定的概念，它結合了 SMART 概念和 FHIR 標準。
• 提供了一個基於 OAuth 的授權和身份驗證框架，用於安全地訪問和共享
醫療數據。



SMART on FHIR

• Foundational
• FHIR: 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Web standard for health interop
• CDS Hooks: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Hooks. Web standard for CDS in the EHR 

workflow

• Data access
• US Core Data Profiles: FHIR data profiles for health data in the US (“core data for 

interoperability”)
• FHIR Bulk Data API Implementation Guide: FHIR export API for large-scale data 

access

• UI and Security Integration
• SMART App Launch: User-facing apps that connect to EHRs and health portals
• SMART Backend Services: Server-to-server FHIR connections

http://hl7.org/fhir/
https://cds-hooks.hl7.org/
https://www.hl7.org/fhir/us/core/
https://hl7.org/fhir/uv/bulkdata/index.html
http://hl7.org/fhir/smart-app-launch/index.html
https://hl7.org/fhir/uv/bulkdata/authorization/index.html


SMART on FHIR

• FHIR 上的 SMART 可以被視為三件事：
• 身分和存取管理：

• SMART 使用OpenID Connect身分管理協議，允許應用程式請求存取臨床資料。這種
存取可能是對一些記錄的簡單唯讀存取、對整個 EHR 的廣泛讀取/寫入存取或介於兩者
之間的任何存取。 SMART 規範描述了 OpenID Connect 的特定規範，該規範是為在健
康環境中使用而量身定制的。

• 存取資料：
• SMART 使用 FHIR 標準來實際讀取和/或更新該資料。這意味著在 SMART on FHIR 架
構中，一組 FHIR 服務可供 SMART 應用程式使用。使用上述身分和存取管理層來保護
這些服務的安全。

• 啟動：
• 對於基於 Web 的應用程式，SMART 為門戶、EHR 等描述了一致的 URL 方案，用於
啟動基於 Web 的應用程式，並將一組上下文傳遞給應用程式。此上下文可以包括有關
目前選擇的患者、臨床經驗、造型資訊等的資訊。



SMART on FHIR – 平台

• 應用程式可以採取多種形式：
• Web 應用程式：

• 基於 Web 的應用程式是目前庫中最常見的 SMART 應用程式類型。 SMART on 
FHIR 規範的部分吸引力在於，在許多情況下，無需建立後端層就可以建立有用的
應用程式。換句話說，可以使用 FHIR 伺服器上的 SMART 作為應用程式後端，以
純 HTML + Javascript + CSS 編寫有意義的應用程式。

• 行動應用程式：
• SMART on FHIR 規範中使用的技術對於創建豐富的行動/行動醫療應用程式也同樣
有用。

• 伺服器/後台應用程式：
• 面向使用者的互動式應用程式並不是 SMART on FHIR 規範的唯一目的。透過提供
一致的資料存取授權方式，還可以建立後端處理應用程式。



SMART on FHIR – 底層技術

• 底層技術

• OAuth2（有時稱為 OA2）：
• 這是一種在 Internet 上廣泛使用的授權協定。通常熟悉該協議，即使他們不知道其名
稱，因為它是為「使用 Google 登入」和「使用 Facebook 登入」等流程提供支援的協議。 
OAuth2 允許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 B 中的帳戶憑證向應用程式 A 進行身份驗證，而應
用程式 A 無需知道（或能夠查看）這些憑證。作為協議的一部分，應用程式還可以請
求“範圍”，即執行特定功能的權限。例如，使用「使用 Facebook 登入」的應用程式
可能會要求「查看我的朋友清單」或「代表我發文」的權限。

• OpenID Connect（有時稱為 OIDC）：
• 該協定建構在 OAuth2 之上，並添加了身分管理功能，例如應用程式了解使用者的人
口統計詳細資訊和其他事實的能力。換句話說，將 OpenID Connect 視為「頂部新增了
身分識別管理功能的 OAuth2 協定」。



SMART on FHIR – 參與者

• 參與者
• 在 SMART on FHIR 授權流程中，有四位參與者：

• 使用者：
• 實際登入應用程式以執行某些功能的人。

• FHIR 上的 SMART 應用程式（「SMART 應用程式」或「用戶端」）
• 存取執行某些功能的應用程式。

• 授權伺服器：
• 這是一個相容於 OpenID Connect 的 Web 伺服器，能夠對使用者進行身份驗證並頒發
存取權杖。

• 資源伺服器：
• 這是一個符合 FHIR 的伺服器，能夠使用授權伺服器所發出的存取權杖來回應 FHIR 

REST 請求。



SMART on FHIR – 操作流程

步驟 1：應用程式啟動

步驟 2：請求查看

步驟 3：接收令牌

步驟 4：客戶端請求存取或修改臨床數據

步驟 5：驗證令牌

步驟 6：內部檢核令牌和請求（可選）

步驟 7：存取或修改臨床資料的伺服器回應

Ref : https://smilecdr.com/docs/smart/smart_on_fhir_introduction.html



SMART on FHIR – 互操作架構

SMART on FHIR，讓應用程式可以透過資料存放區存取臨床資訊。它會根據開放標準新增安全性層，包
括 OAuth2 和 OpenID Connect，到 FHIR 介面以啟用與 EHR 系統 的整合。 

使用 SMART on FHIR 包含三個重要優點: 

• 應用程式具有已知方法來取得 FHIR 資料庫的驗證/授權。 

• 使用 SMART on FHIR 存取 FHIR 資料，使用者僅限於與使用者相關聯的資源，而不是存取存放庫中所
有資料。 

• 使用者能夠使用 SMART 臨床範圍，將一組有限的資料存取授權與應用程式。 



APP Gallery



Apple 開源框架



Apple 開源框架



1.Smart on FHIR
2.藥物的編碼與成分資料庫



藥物編碼的問題

• 「原廠藥」指的是藥廠經過長期研發與臨床實驗、取得專利之藥品，在專利保護期內，只有該藥廠可以生產

• 「學名藥」則是指待專利期過後，其他藥廠透過證明品質與療效相當下所生產的同成分、同劑量及同劑型之藥品
（即常聽到的「三同藥品」）。

• 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研發成本投入的不同，因此，在價格方面，學名藥比原廠藥較為低，對於降低醫療支出扮演
著關鍵的角色，故國際間均鼓勵使用學名藥。

兩者均符合最嚴謹的國際標準

• 我國對於學名藥與原廠藥，製造廠皆需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PIC/S）的藥品優良製造規範（PIC/S 
GMP）標準，屬於最嚴謹的製造品質。另為確保藥品上市後品質、安全與療效，食藥署亦透過藥品不良品、不良
反應、療效不等通報系統，監測藥品於臨床使用情形，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與品質。

• 另外，根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26條規定，醫師處方之藥物未註明不可替代者，藥師得以相同價格或低於原
處方藥物價格之同成分、同劑型、同含量其他廠牌藥品替代，並應告知保險對象。因此，民眾就近到社區藥局領
藥時，如果藥局因未備有處方所開立之廠牌藥品，藥事人員經徵得病人的同意，可以同成分、同劑型、同含量
（劑量）之不同廠牌藥品替代，是屬於符合法規的情況，也保障病人就近領藥的權益。民眾在領藥時，若有其他
用藥問題，亦可諮詢藥事人員。



台灣的藥物編碼

1.NHI藥品代碼：
1. 全名：全民健康保險（NHI）藥品代碼
2. 用途：台灣的健康保險體系使用的藥物編碼，用於管理健保給付、處方和藥品購買等。
3. 格式：通常是由數字和字母組成的代碼，例如A123456789。
4. 編碼規則：代碼的結構可能包含藥品的分類、劑型、成分等訊息，但具體的編碼規則
可能會有所不同。

2.ATC碼：
1. 全名：解剖學治療化學（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簡稱ATC）分類系統
2. 用途：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制定的藥物分類系統，用於國際間藥品的統一命名和
分類。

3. 格式：由7個字符組成，分為五個層級，例如A01AB02。
4. 編碼規則：第一層級是解剖學主要組織系統（如A-消化系統），後面幾個層級則是按
照藥物的藥理學和化學結構分類。



台灣的藥物編碼

3.藥品許可證字號：
1. 全名：藥品許可證字號

2. 用途：藥品許可證字號是用於識別和管理台灣上市的藥品的唯一編號，它表明著該藥
品已經通過衛生主管機關的審批，具有合法上市和使用的資格。。

3. 格式：藥品許可證字號的格式通常由多個數字和字母組成，具體的格式可能因為不同
的藥品而有所差異

4. 編碼規則：藥品許可證字號的編碼規則由衛生主管機關制定，主要考慮到藥品的分類、
許可情況、批號等訊息。
• 前幾位數字：可能表示藥品的分類、類型或許可類別。
• 中間幾位數字：可能表示藥品的許可批號或相關訊息。
• 最後幾位數字：可能表示藥品的流水號或其他特定編碼訊息。



台灣的藥物編碼



台灣的藥物編碼

• 健保用藥品項查詢項目檔
• 提供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收載藥品之給付、給付時間及藥品中英文名稱
廠商等資料

• 異動、藥品代號、藥品英文名稱、藥品中文名稱、規格量、規格單位、單複方、參考價、
有效起日、有效迄日、製造廠名稱、劑型、成份、ATC_CODE、藥品代碼超連結、給付規定
章節、給付規定章節連結

• 全部藥品許可證資料集
• 本資料集每週與藥證業務管理系統同步，藉此提供醫師、藥師、醫護人員、業者、民眾等
使用者使用。

• 許可證字號、註銷狀態、註銷日期、註銷理由、有效日期、發證日期、許可證種類、舊證
字號、通關簽審文件編號、中文品名、英文品名、適應症、劑型、包裝、藥品類別、管制
藥品分類級別、主成分略述、申請商名稱、申請商地址、申請商統一編號、製造商名稱、
製造廠廠址、製造廠公司地址、製造廠國別、製程、異動日期、用法用量、包裝與國際條
碼

可以用紅色項目完成串連



藥物相關的FHIR Resource

1.MedicationRequest（藥物請求）：用於描述患者對某種藥物的請求或醫生對某種藥
物的開立處方。這個資源通常包含了藥物的名稱、劑量、頻率等訊息。

2.MedicationAdministration（藥物管理）：用於記錄對患者實際施用或給予的藥物的
訊息，包括給藥的時間、方式、劑量等。

3.MedicationDispense（藥物發放）：用於記錄藥物被發放給患者或其他機構的訊息，
包括發放的時間、數量、批號等。

4.MedicationStatement（藥物陳述）：用於記錄患者關於自己藥物使用情況的陳述，
例如患者自行購買的非處方藥物使用情況。

5.Medication（藥物）：用於描述特定的藥物，包括藥物的名稱、代碼、成分、劑型
等訊息。

6.MedicationKnowledge（藥物知識）：用於記錄藥物的知識訊息，包括藥物的用途、
劑量指南、相互作用等。



藥品成分

藥品代

號
藥品英文名稱

藥品中

文名稱
規格量

規格單

位
單複方參考價

有效起

日

有效迄

日
劑型 成份

ATC_
CODE

A0114
93151

AREMIN COLD 
SOLUTION

漢路感
冒液

60 ML 複方 22 1030701 1120930內服液劑

ACETAMINOPHEN 
(=PARACETAMOL)+CAFFEINE+CHLORPHENIRAMINE 

MALEATE+GUAIACOL GLYCERYL ETHER 
(=GUAIFENESIN)+METHYLEPHEDRINE DL- HCL

R05X

Resource : Medication.Ingredient



藥物資料

資料內含應包含:學名、成分與成分的份量，因此可能需要有新的編碼架構。

解法一:

• 建構一套新的編碼(RxNorm+台灣碼)，先將現行台灣藥物盤點，把原廠藥
/學名藥的編碼整合，可以是一對多(一個編碼對到多個藥品許可證號)，開
立藥物以此編碼為主。

• 配套 : 藥局端需要有地端資料庫去查詢此套編碼可以開立的藥物有哪些。

• 優勢 : 資料量減少  劣勢 : 需要資料庫支援

解法二:

• 建構一套新的編碼(RxNorm+台灣碼) ，先將現行台灣藥物盤點，把原廠藥
/學名藥的編碼整合，可以是一對多(一個編碼對到多個藥品許可證號)，開
立藥物以此編碼為主，並配上成份數據，讓藥局可以自行確認”三同”

• 配套 : 藥局端需要有地端資料庫去查詢此套編碼可以開立的藥物有哪些。

• 優勢 : 資料完整、透過紙本文件即可以執行  劣勢 : 資料量增加

健保用藥品項網路查詢服務



藥物資料 – FHIR Medication



Thanks!
Questions & Comments?

Hsiu-An Lee
Billy72325@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