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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电子病历的应用前景

随着医院信息系统$

E=,

P

)DHJ)4G=I4HD)=@,

L

,DF4

#

80.

%的

普遍使用#电子病历系统在数据收集)辅助检索及决策支持等

方面具有许多传统纸张病历不可比拟的优势&

!B

'

*目前电子病

历系统的开发主要针对住院病历#如妇产科电子病历系统&

B

'

)

创伤电子病历系统&

!"

'及+军字一号,工程电子病历系统&

!/

'等*

对院前急救资料实现科学化管理和智能化控制#将在临床)科

研及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B:@

!

服务临床
!

设计院前急救电子病历#使病历整洁规范#同

时减轻大量病历书写负担#让院前急救人员更加及时有效地组

织现场急救)加强医患沟通)协调急诊医疗急救网络(电子病历

数据自动保存
.c1

数据库#亦可导入
.5..

等统计分析软件#

实现院前急救病例进行标准化)科学化管理#方便数据的查询)

存储和共享#有利于院前急救临床资料调查及经验总结#提高

急诊工作效率与质量*

B:A

!

指导科研
!

利用电子病历软件可以直接从数据库获取自

己所需临床资料#避免手工处理大样本及复杂数据)费时)易出

错的缺点#使资料搜集查询快捷(电子信息化数据库样本量大#

既可对所有病例综合分析#也可对类似病例共性分析#还可通

过联网与其他单位协作#对少见病例汇总分析&

!;

'

#使数据分析

便利(

0+*(!#

诊断标准及创伤评分系统的应用亦有利于科研

工作开展*

B:B

!

辅助教学
!

综合使用电子病历及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可以了解院前急救疾病谱分类及排序#为院前急救人员或

医学生的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的内容选择提供依据(利用电子

病历数据库随时可以调用符合要求的病例进行教学#让急救现

场再现#更能让医学理论联系临床实践#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之

目的&

!;

'

*

本院开发的院前急救电子病历软件试运行状态良好#但在

试用过程中亦遇到资金不足)专业人才匮乏及系统维护等困

难#需在软件数据库安全管理)软件自身知识产权维护等诸多

方面进行改进#在不断完善升级软件基础上加强院前急救硬件

建设及专业人员素质培养#为院前急救电子病历系统的全面应

用提供方向#为院前急救)院内急诊及住院病历电子信息系统

一体化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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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重庆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展的思考

龚小兵!李
!

情

"重庆医科大学管理学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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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9:B#!!:!A:#/"

文献标识码"

U

文章编号"

!$A!(9"/9

"

B#!!

#

!A(!A$#(#B

!!

B##9

年
!#

月#重庆市政府和卫生部共同签署了.共建统

筹城乡卫生发展试验区合作协议/*该协议提出!

B#!B

年初步

形成统筹城乡卫生发展的制度框架(

B#!;

年基本形成城乡卫

生统筹发展格局*

B##9

年#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健康重

庆,的目标!到
B#!B

年#市民健康素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市民

健康保障水平处于西部前列#市民健康行为基本养成*社区卫

#$A!

重庆医学
B#!!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生服务是+六位一体,的综合性卫生服务#不仅能为患者提供及

时的医疗服务#而且还能通过健康教育等手段提高社区居民保

健意识#促进居民健康行为形成#有力推动居民健康素质的提

升和健康保障水平的提高*

重庆直辖以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事业在国家和地方各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加速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但是#重庆市社区卫生服务统

筹发展也还面临一些问题#如何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加快建成城乡协调发展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对实现.共建统

筹城乡卫生发展试验区合作协议/阶段性目标和建设+健康重

庆,具有重要意义*

@

!

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城乡卫生状况形势严峻
!

B#

世纪
>#

年代以来#农村地

区居民疾病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高发的慢性病长期困扰农

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因病致死的现象时有发生&

!

'

*

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流动#重庆市农

村地区留下了大量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这类脆弱人群对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给当前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

巨大挑战*据罗万云&

B

'调查#城区居民及近郊农民基本健康知

识知晓率仅为
;A:$/]

#相关行为形成率也仅为
;;:>A]

(社区

慢性非传染病较突出&

"

'

#其中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的患病

率分别为
/:$A]

)

":;!]

及
":"/]

*更为严重的是农村基层

公共卫生无相对独立的机构开展工作#缺乏经费保障#公共卫

生工作的实施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传染病的管理)慢性疾病的

监控以及健康教育等工作常落实不到位&

/

'

*

@:A

!

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
!

卫生资源配置是否均衡#直接影

响着城乡卫生事业能否协调发展*重庆市医疗卫生资源大量

集中于城市#而农村地区却极度匮乏*据统计#

B##A

年#农村

卫生投入经费
!#;A

万元#仅占全市的
!$]

(超过
9;]

的病床

数)

>;]

的医疗设备集中在城区(

B##A

年底#全市公立医疗机

构固定资产
BA$";

万元#乡镇卫生院仅占
B;:9B]

(全市专业

设备有
!$9""

万元#农村仅占
!#:B/]

(全市医疗机构有万元

以上医疗设备
!/9/

台#农村仅占
!$:!]

&

/

'

*据龚勇等&

;

'调

查#重庆市
$#]

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是差额单位#导致+以医养防)以药补医,成为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的一种对政府补偿不足的补充*

@:B

!

社区卫生服务覆盖能力不足
!

据
B##>

中国卫生统计年

鉴#

B##9

年#北京市人口为
!$>;

万#面积为
!:$9

万平方公里#

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B9B

个(天津市人口为
!!A$

万#面

积为
!:!

万多平方公里#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AA$

个(重

庆市人口为
"#>A:>!

万#面积为
9:B"

万平方公里#却仅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A"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

个#仅可覆盖约

;##

万人口&

$

'

*相比较而言#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地域面

积来看#重庆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远远不够#社区卫生

服务的覆盖能力亟待加强*

@:C

!

卫生技术人员配置不合理
!

卫生技术人员配置城乡不协

调*与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比较#农村的卫生技术人员总量少)

学历低)技术职称低*据统计#重庆市卫生技术人员的
$9:B]

集中在城区#农村仅占
"!:9]

*截止到
B##A

年底#全市农村

卫生院大学本科学历占
B:;"]

#中专学历占
"A:/>]

#高中及

以下学历占
!":#"]

(农村有执业医师
;$/

人#仅占全市
"/:

B$]

(执业护士
!;#

人#仅占全市
!A:$9]

(高级职称$副高%

9

人#仅占全市
B:9B]

#中级职称
!#B

人#仅占全市
!":/A]

&

/

'

*

A

!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展的机遇

A:@

!

统筹城乡卫生事业的发展
!

B##9

年
!#

月#卫生部与重

庆市政府签署.共建统筹城乡卫生发展试验区合作协议/#按照

该协议#重庆市将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逐步

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探索基本医疗保障一体化*协议提

出的阶段性目标包括!

B#!B

年初步形成统筹城乡卫生发展的

制度框架(

B#!;

年基本形成城乡卫生统筹发展格局(

B#B#

年#完善统筹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发展的制度体系&

A

'

*城乡卫

生统筹旨在减少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卫生的重要目标之一就

是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理念和模式向农村延伸#让农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同城市一样的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城乡平衡

协调发展*

A:A

!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社区卫生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

.国

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中央财

政从
B##A

年起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按照一定

标准给予补助*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

设施建设)基本设备配置和人员培训等给予必要支持*.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也指出#将加

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投入*从
B##A

年起#重庆市按社区服务

人口不低于每人每年
!;

元的标准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进行补

助#该补助在预算中安排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如果这些

措施更进一步向广大农村地区推广#重庆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网络将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从

而加快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的统筹发展*

A:B

!

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展试点取得的经验
!

随着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的快速发展#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已积极开展城乡一

体化社区卫生服务的试点#取得了一定成就#获得了一些城乡

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陈建明等&

9

'认为#通

过协调城市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辖区卫生资源得到合理

配置(巩固了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完善了乡村一体化管理(增强

了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提高了初级卫生保健质量(规范了农

村医疗服务市场
:

减轻了人民群众医疗费用的负担(逐步建立

了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目标的卫生保健服务新模式(拓展

了服务领域#提高了社会与经济效益*

B

!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展的对策

B:@

!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为促进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统筹发

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强领导工作和政策支持#出台城乡社区卫

生服务发展总体规划#建立政府统一规划下的卫生)财政与民

政等部门的协调保障机制#保证加快社区卫生服务协调发展所

必需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补偿盈利少或不盈利的社区卫生服

务项目#务必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健康教育及计划免疫等服

务项目的水平与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得到提高#为城乡居民提供

实实在在的+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政府相关部门应当

不断完善针对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卫生技术人员的社会保障体

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稳定队伍#促进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可

持续发展*

B:A

!

均衡分配卫生资源
!

政府应当更加公平地分配卫生资

源#卫生资源的初次分配应适当向农村倾斜#继续推进医疗卫

生资源由城市向农村的二次分配#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服务

下乡,和+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等工作#逐步实现区域内卫

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推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和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同步协调发展#让广大农村居民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质

的社区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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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沟通的技巧#包括沟通时机$患者入院)出院)特殊检查)特殊

治疗)手术前后及病情变化时%)沟通的内容$患者及家属最关

心的信息)目前的诊断)病情发展)检查结果)今后的主要治疗

措施)所需费用及可能的预后%)了解患者和家属的身心状况

$社会
(

心理)情绪)沟通欲望及生活环境%*实际工作中主动发

现问题苗头#提前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谈话时语言应清晰明

确)语速适当(并根据患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采用对

方能接受的沟通方式(善用适当的非言语性肢体语言#了解患

者的看法#显示自己的关注和理解#避免刺激性语言和机械性

交流方式&

!B

'

*

医护人员沟通技巧培训可借鉴
'IH@QFJ

和
.DF)@

&

!"

'为建立

有效的临床沟通#针对住院医护人员而设计的习惯模型#还可

采用设立特定的医疗场景#采用讨论与角色扮演方式进行培

训*对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双向教育也能促进医患双方的相互

理解&

>

'

*可在门诊候诊室及病房活动室以录像)板报及书刊的

形式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基本的医学知识教育#这些措施都有利

于医患双方进行良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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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乡村一体化管理在农村已

有相当的基础#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只有与乡村一体化管理相结

合#才能逐步理顺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各级医疗机

构间的无序竞争#促使当前农村有限卫生资源得到公平高效的

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为居民提供就近)方便)经济的医疗卫生

服务#使卫生费用更趋合理#有利于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新农

合的实行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转化

为支付得起的需求#提升了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盈利少或不

盈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力推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各

项目的全面协调发展*

B:C

!

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监督管理
!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的试点工作表明#只有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才能为农村社

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创造健康的环境*但是#现有规章制度多针

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由于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

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卫生部门应当从区域全局的角度考虑#建

立)健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相关规章制度#制订农村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设置相关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的业务管理规范以及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考核标准等相关规章制度#并对农村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行状况做出准确的评价#及时出台干预措

施#促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

系的完善#促进城乡社区卫生服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

' 韩俊#罗丹
: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

a

'

:

中国发展观

察#

B##;

$

!

%!

!B(B!:

&

B

' 罗万云
:

重庆市城区居民及近郊农民健康知识和行为调

查研究&

a

'

:

中国健康教育#

B##A

#

B"

$

;

%!

";>("$#::

&

"

' 刘岭#张玲#王红光#等
:

重庆市社区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

因素抽样调查分析&

a

'

:

重庆医学#

B##>

#

"9

$

!$

%!

!>>>(

B##!:

&

/

' 政协重庆市涪陵区委员会
:

关于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

的调查报告&

X

'

:

重庆!政协重庆市涪陵区委员会#

B##9:

&

;

' 龚勇#廖容#庞燕#等
:

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功能与社区

卫生服务模式研究&

a

'

:

重庆医学#

B#!#

#

">

$

A

%!

99;(99$:

&

$

' 谢礼琼#李林平#王明霞
:

借鉴英国卫生服务体系探讨我

国社区卫生体系建设&

a

'

:

重庆医学#

B#!#

#

">

$

;

%!

$B#(

$BB:

&

A

'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卫生部与重庆市共建统筹城

乡卫生发展试验区 &

6U

"

\1

'

:

&

B#!#(#"(B$

'

:EDD

P

!""

OOO:2

d

<

P

2:

N

=M:2@

"

2=@DF@D:H,

P

S

1

)<_;99#:

&

9

' 陈建明#钟定海#曹伯仲#等
:

以乡村卫生一体化为载体积

极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a

'

:

中国卫生政策#

B##B

$

;

%!

/$(/A:

$收稿日期!

B#!#(!B(B#

!

修回日期!

B#!!(#"(B>

%

$$A!

重庆医学
B#!!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