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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和计划要求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制定、

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市监计量发〔2023〕56 号）文件要求，由成都市计

量检定测试院负责制订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

范》，北京交通大学、贵州省计量测试院、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北京卓越航导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了规范起草工作。 

目前，国内医院的信息化系统按照医疗卫生行业要求搭建了以 GNSS 接收单

元和用时单元为架构的电子病历系统GNSS应用终端。GNSS应用终端数量庞大，

使用部门涵盖医院医疗设备装备部、信息管理部、门诊部、住院部、检验科、护

士站、急救科、ICU、手术室、影像中心等。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生产

厂家较多，GNSS 接收单元生产商涵盖中科微电子、北斗星通、Novatel、Ublox

等；网络时间同步单元生产商涵盖北京数字认证、北斗邦泰、西安同步电子等；

医院信息平台用时单元由数据服务器和医用信息系统软件组成，有 IBM、浪潮、

华为、dell、HP 等数据服务器设备生产商和医惠、东软、天健、东华、华西公用

等医用信息系统服务商等。目前，针对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国内外没有

现行有效的参考标准。起草小组根据现有主要产品的厂家技术指标，结合使用中

重点关注的参数，提出了捕获灵敏度、跟踪灵敏度、冷启动时间、定位偏差、定

位精密度、1PPS 时间偏差、NTP 时间偏差等项目的计量特性和校准方法，对提

升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的测量能力和溯源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编制过程 

（一）编制原则 

按照测量方法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和实际意义的原则编制本规范： 

1.充分结合已有的成熟的测试方法和经验。 

2.充分考虑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性能指标。 

3.测量方法、指标要求和实际操作统一考虑，力求使规范科学、简单、文字

精炼。 

（二）各阶段工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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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下达编制任务。 

2023 年 9 月，起草小组对与此相关的标准、文献，进行了认真地学习和研

究，确认规范的内容，包括计量特性、校准项目、校准方法。 

2023 年 12 月，起草小组拟定出校准规范的框架，形成了校准规范初稿。 

2024 年 7 月，起草小组进行了典型型号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的测

量实验，完成了全部参数的实验并编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报告的结果进行评估并

完成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在实验过程中使用不同标准器及方法对数据进行

分析，保证使用规范描述方法的准确有效。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

范的主体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8 月，在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进行广泛征求

意见。 

2024 年 10 月，召开《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范》预审会。 

2024 年 11 月，起草小组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意见及预审会意见对规范进行修

改，形成送审稿，提交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技术委员会参加审定。 

2024 年 11 月，由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技术委员会组织《电子病历系

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范（送审稿）》审定会，经过委员会各位专家的审定形

成最终审定意见。 

（三）征求意见情况 

《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写完成后，先后向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所、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专用计量技术委员会的 30 多家

单位发送了征求意见函，收到反馈意见的有 8 家单位，共计 42 条修改意见，其

中采纳修改意见 35 条，未采纳 7 条，均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预审会修改意见共

3 条，其中采纳修改意见 3 条，具体意见情况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三、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包括技术参数与指标的确定依据、修

订标准的各修订点及其理由等） 

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系统，以患者电子病历的信息采集、存储和集中管

理为基础，连接临床信息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医疗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平台，

是医院内不同业务系统之间实现统一集成、资源整合和高效运转的基础和载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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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1079 号）的文件，

对医院电子病历系统的水平分级评价中，涉及时间逻辑顺序、时间及时性的项目

多达几十项，比如“具有保障信息系统服务器时间一致的机制”、“有不受医院

管控的服务机构提供和管理的时间戳及守时系统。时间源应取自权威的时间源，

如国家授时网络、北斗/GPS 导航系统、手机系统等”“及时性：1、药疗医嘱记

录（医嘱下达时间）<药房发药记录（药房发药时间），药房发药记录（药房发

药时间）<医嘱执行记录（给药时间）2、药疗医嘱记录（医嘱下达时间）<药师

审核记录（药师审核时间）”“配血记录与用血记录相关时间项目符合医疗过程

的逻辑关系”等等。所以时间的同步性在电子病历系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是保障医院信息化系统时间戳认证和记录时

间符合逻辑关系的重要设备，起草小组综合考虑厂家给出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计量

溯源性，并结合医疗救护车等移动终端的实际使用情况，制定了捕获灵敏度、跟

踪灵敏度、冷启动时间、定位偏差、定位精密度、1PPS 时间偏差和当前时刻误

差等项目的校准方法及其计量特性。其中捕获灵敏度、跟踪灵敏度、冷启动时间、

定位偏差、定位精密度指标是 GNSS 终端装置的关键定位指标，对这些指标进行

校准，主要可满足车载移动终端的使用，比如：急救车中也有电子病历系统等相

关的信息系统、实验室系统等。1PPS 时间偏差和和当前时刻误差是 GNSS 应用

终端授时功能的关键指标，GNSS 应用终端主要包括 3 部分：GNSS 接收单元、

网络时间同步单元和医用信息平台用时单元，其中 GNSS 接收单元作为时间参

考，可以校准 1PPS 时间偏差参数；网络时间同步单元和医用信息平台用时单元

作为时间发布和用时单元，可以校准当前时刻误差参数。医用平台用时单元主要

由大量的数据服务器、计算机等组成，也是用户最关心时间准确度的部分，所以

需要进行 1PPS 时间偏差和当前时刻误差的校准。 

起草小组通过调研，GNSS 接收单元方面可参考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为

GB/T 37937-2019《 北斗卫星授时终端技术要求》、GB/T 37943-2019《 北斗卫

星授时终端测试方法》和 JJF 1403-2013《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 接收机（时

间测量型）校准规范》。关于网络时间服务器的技术规范，除贵州省计量测试院

制定的地方校准规范 JJF（黔）57-2021《网络时间（NTP）服务器校准规范》外，

http://www.baidu.com/link?url=-ePE8yogP2c5uGN4tPMOoOGCjBQ0rGoc35zFiOrkLk5TSMECH0xVdz1DV-PIX489mRkeTqU-1uSQolCKio8fLviV8GugUYh6HBabVWavAL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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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现行有效的国家校准规范。因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数量庞大，考虑到

计量技术机构对其校准的方便性和快捷性，对于捕获灵敏度、跟踪灵敏度、冷启

动时间、定位偏差和定位精密度等参数，起草组主要参考 JJF 1403-2013《全球

导航卫星系统(GNSS) 接收机（时间测量型）校准规范》，一般采用现场校准的

方式进行。对于 1PPS 时间偏差和和当前时刻误差，起草组主要参考 JJF（黔）

57-2021《网络时间（NTP）服务器校准规范》。在现有技术规范基础上，将测

量结果上传至校准数据服务器，方便开展远程方式校准，满足对大量 GNSS 应用

终端测试的要求。 

初稿完成后经征求意见并考虑影响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结果的因素，将当前时

刻误差调整为网络时间同步单元和医院信息平台用时单元的 NTP 时间偏差。 

四、验证实验的情况和结果 

依据校准规范对不同厂家的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进行了验证，测试

数据满足技术要求，具体试验内容见《电子病历系统 GNSS 应用终端校准规范 试

验报告》。 

五、与现行法规、标准的关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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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JF 1180-2007 《时间频率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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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S/T447 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六）GB/T 37937-2019《 北斗卫星授时终端技术要求》。 

（七）GB/T 37943-2019《 北斗卫星授时终端测试方法》。 

（八）GB/T 39399-202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测量型接收机通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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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及评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7%97%85%E5%8E%86/3538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www.so.com/link?m=bzbW6JZBG%2F7FqLPIY7O5KJnWNopCBX61vj7aQfyGCq3AO9bx7PtOmwHzihkSXsisAtNfD3gp%2FLBk3KTeFxGz%2BJp%2F%2FEpYSsS1f1y2x%2FzmIph75QZbCMEwICXIjq1HMYgvhAeRxqM9sFZjPO9amm315OiRbWFjSJVghHxzIFbn6r5Nj8dGusW5VgoJqOm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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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8〕1079 号）。 

（十一）《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 

（十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法治建设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