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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病诊疗信息规范化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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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病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且发病率逐年升高。然而

诊疗规范化的滞后是目前风湿病临床面临的共同挑战［１２］。作

者以风湿病的临床诊疗思路为线索，开发了风湿病诊疗信息规

范化管理系统，以促进风湿病的早期诊断和规范化治疗。

１　现　　状

国际上把风湿性疾病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已有百年

历史，在我国内科学中，风湿病学是最年轻的一门临床学科，

１９８５年成立了中华风湿病学会，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的

风湿病诊治水平逐渐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然而风湿病的知识

在国内尚未得到广泛普及，专科医生严重不足，加上许多风湿

病起病隐匿，早期症状轻微，临床表现复杂，误诊误治仍然非常

普遍［３４］。临床体征对风湿病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

而即便是风湿专科医生有时也会遗漏，在诊断过程中若有系统

软件进行提示则可提高诊断的效率，因此有必要对诊断过程进

行规范化管理。

目前风湿病虽不能根治，但经过规范治疗，能改变疾病的

预后，降低致残率、病死率，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精神痛

苦［５６］。然而目前风湿性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规范治疗的比

例极低［７］，除了由于误诊误治的原因外，还有的患者属于诊断

明确，治疗得当，但抗风湿药属于慢作用药物，一般需要２～３

个月才能完全生效，而在治疗过程中医生还需根据患者的病情

调整剂量，因此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需要３～６个月，有的患者

缺少耐心，结果临床疗效并不满意；还有的患者临床治疗起效

后，不按医生的要求定期复诊，而是自己减量或停止治疗，结果

导致病情的复发或关节的持续破坏，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规

范化的管理系统来监测患者的疗效和药物的不良反应，进行各

项指标统计、发现失诊患者、并定期提醒患者复诊等。

２　风湿病诊疗信息规范化管理系统的实现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跃发展，使用电子病历已成为现

实，实施电子病历是对传统病历管理的一次大变革，是现代病

历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８］。目前国内已有少量的临床专病诊

疗软件，如ＩＣＵ患者病情评价系统，危重症患者评估系统软

件，儿科哮喘病案软件等［９１１］。作者采用．ＮＥＴ架构开发平

台，使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做后台数据库，建立风湿病诊疗信息规范

化管理系统。

２．１　访问快捷方便　系统采用Ｂ／Ｓ结构，通过浏览器直接访

问系统，无需安装软件，访问快捷方便。见图１。

图１　　网页浏览器登录系统

２．２　诊疗信息采集系统全面　信息采集包括医生、患者基本

信息和患者诊疗信息３部分。诊疗信息以风湿病的临床诊疗

过程为主干，系统收集各类风湿病特征性临床表现、中医四诊、

专科体格检查数据、专病实验室数据、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辨

证、病情评估、治疗方案、疗效评价、病情随访、查询等内容。见

图２。

图２　　数据采集页面

２．３　有利于规范诊疗过程管理　系统实现对风湿病患者诊疗

的规范管理，这是该系统的重要特征，如在建立病历时，可对复

诊的同一患者自动产生新病历，并在同一病案号下按时间排

列，也可按病历号或姓名将某一患者的某病历删除，在需要时

又可将其恢复。在浏览功能中，可浏览每个患者的每份病历

（按时间先后），也可进行修改和建立新病历。见图３。

２．４　指标设置灵活　该系统的另一特征就是灵活性，软件系

统中的词条是可编辑的，即可随意增加或删除项目，以适应风

湿病诊疗技术进展的需要，如当有新的诊疗指南出台时，软件

可轻易地将新技术、新方法嵌入系统中。见图４。

２．５　辅助提示功能强大　系统具有强大的临床提示功能，如

将诊断依据、鉴别诊断嵌入系统中，通过可选项对疾病诊断进

行提示；有的药物使用有禁忌，如塞来昔布不能用于磺胺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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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在药物使用时系统均设计了提示。见图５。

图３　　病历管理页面

图４　　词条编辑页面

图５　　诊断标准、鉴别诊断页面

２．６　病例查询、统计、分析功能突出　随访对于监测风湿病的

病情具有重要的意义，系统可以自定义复诊的时限（如１个月、

３个月等），计算出失诊人数，并将病历号列于屏幕，系统还可

通过Ｅｍａｉｌ发邮件提醒患者按时就诊；同时可以自定义患者的

随访指标与跟踪分析，见图６；并以图形化数据显示直观清晰，

见图７。

图６　　随访指标页面

图７　　图形化分析页面

３　风湿病规范化诊治的意义

诊疗的规范化对医院、患者、医生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是医院现代化管理的必然趋势［１２］。因此开发一套以临床诊疗

活动为主线，兼顾变异信息分析功能的风湿病管理系统具有重

要意义。本系统是由专科医师设计，熟悉本专业的诊疗常规，

程序设计针对性强，内容实用，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与意义。首

先运用该软件减轻了医师工作量，加快医疗信息传递共享，能

够辅助医生做出判断，提高了风湿病门诊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其次应用本程序能及时查询，不仅直观动态地观察疾病发展过

程中患者病情的变化，而且有利于定期对患者病情和健康状况

进行评估；观察药物的耐受情况和不良反应，最终选择一个合

理的长期治疗方案。再则系统可实时监控临床实际的诊疗行

为，从而真正实现医疗质量的过程管理，并可根据医疗流程的

核心质量关键点设置相应的预警提示及防控、关键日程提醒、

用药提醒等，有效降低临床工作中的非主观性医疗差错。此外

当患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复诊时能及时发现并主动关心询问，增

加了患者的信任感，提高用药顺从性，降低失访率。最后系统

有利于科学而客观地开展临床科研，比如可将临床试验ＣＲＦ

表嵌入系统中，对于合理利用和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可发挥积

极而重要的作用。

总之，系统实现了对风湿病全程诊疗过程进行监控，完成

各项诊疗活动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提高医疗服务的

能力、质量和效率，进而减少诊疗过程中的随意性和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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