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在手术前就要给患方交底#让患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手

术中发现意外情况#必须及时通知患者家属#必要时重新签署

手术同意书)对一些疑难杂症诊治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

也需要提前向患方讲透彻#争取主动)预后不佳或危重急症更

需要外科医生认识到位*处理到位*解释到位)诚信服务在医

患沟通中尤其重要&

$$

'

)

A&B

!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

医患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相互配合

治疗好疾病)医患沟通需要双方站在对方立场换位思考#呼唤

-共情.

&

$1

'

)外科医生需要站在患方立场同情理解疾病给患者

带来的痛苦和伤害#有针对性地做好患方的心理抚慰和解释工

作#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

$'

'

)同时也要引

导患方站在外科医生角度理解所做的选择和努力#尽管有的努

力未带给患方预期的结果)只有医患双方相互理解*相互信

任#有了共同认识*共同语言#医患矛盾才会减少)

外科以其高风险性而成为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的高发区#

外科医生不仅要面对高负荷的医疗工作#还需要面对高度紧张

的医患关系#

/%P

的医生承认工作中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医患关

系&

$0

'

#医患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特殊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

活关系&

$5

'

)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外科医

生做好医患沟通#对于缓和医患矛盾*推动外科发展是大有裨

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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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新技术管理是医院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随着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医院信息化建设得到长足发

展)有效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建设医疗新技术信息管理平

台#实现医疗新技术管理信息化#优化医疗新技术管理流程*管

理方法#以加强医疗新技术管理*应用与质控#进一步强化医院

医疗质量管理&

$.1

'

)本院
1%$'

年开发研制了新技术管理信息

系统#并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相融合#对新技术立项申报*奖励

申报*评审*应用质控*建档等统一管理#实现临床
&

类新技术

管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科学化)

?

!

临床新技术信息化管理的必要性

!!

传统新技术管理模式多以有形介质$如纸质%为载体#资料

采集*送达与建档等工作多采用人工手动管理方式#管理过程

耗时费力(管理部门及领导与新技术申报或开展人$科室%间不

能及时有效地沟通#其信息传递效率较为低下(对开展中的新

技术#管理部门多根据科室上报资料及相关部门$如病案室等%

资料进行监管*评估#属于事后管理#实时监管能力弱化#无法

及时有效地对正在开展的新技术实时监管和质控#存在一定的

医疗安全隐患(新技术档案归档后#使用者在查阅*统计分析等

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不利于进一步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同时也

不利于新技术的应用综合评估与推广利用&

'

'

)

总之#传统新技术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医院的管理要

求)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技术#优化医疗新技术管理流程#加

快信息传递#提高管理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

!

临床新技术信息化管理模式及主要功能

@&?

!

管理流程
!

新技术网络信息化管理以网络为平台#对新

技术的申报*评审*质控*建档等统一信息化管理#相关资料实

行数字化操作#同时在资料最后存档阶段采用纸质与数字化相

结合的形式)新技术管理的信息传递实现实时双向交流#管理

流程得到极大优化)信息化管理流程为!$

$

%申报人网上填写

新技术申报表并提交科室负责人)$

1

%科室负责人审核#提交

管理部门或返回申报人修改)$

'

%管理部门审核#合格者提交

主管领导审阅#不合格者说明理由并返回申报科室修改#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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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医院管理工作)



修改后重新提交)$

0

%院学术委员会对申报新技术实行网上评

审或会议评审)$

5

%下达新技术立项$奖励%批文)$

)

%科室开

展已获批的新技术#并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即时对开展情况进行

记录与上报)$

-

%管理部门实时跟踪*监测新技术开展情况#对

新技术进行质控及应用评估)$

/

%新技术建档及资源再利用)

临床新技术信息化管理流程详见图
$

)

图
$

!!

临床
&

类新技术信息化管理业务流程图

@&@

!

网上申报功能
!

新技术信息管理系统与医院信息系统有

效整合)通过新技术信息管理系统#管理部门网上发布相关项

目申报通知信息#申报人通过网页可随时查看相关通知信息#

网上填写与提交各种申报表格和资料)新技术申报人登陆新

技术申报界面#按照要求填写新技术名称*开展者*项目类型*

项目依据*适应证*禁忌证等相关信息#并可上传新技术情况汇

报幻灯片)申报人可以随时对处于申报阶段的新技术相关信

息进行编辑*修改#同时可以在系统中查看审查阶段中管理部

门的审查意见或反馈意见#评审完成后还可查看新技术的评审

结果)

@&A

!

网上评审功能
!

系统开发了网上评审功能#对新技术评

审实行会议评审与网上评审相结合的方式)依托新技术信息

管理系统#对各科室推荐的项目#管理部门初审合格后#可邀请

评审专家在网上进行评审)评审专家登陆系统后#查看被评审

的新技术相关信息)同时#评审专家根据新技术评审标准对每

一参评项目进行评审并提出相关建议&

0.5

'

)管理部门根据各专

家的评审结果统计*汇总#同时将专家的评审意见及时地反馈

给申报人或申报科室)申报人可在系统中查询专家评审意见

并进行回复)业务分管领导可查阅各新技术评审结果#随时监

督*审查各参评新技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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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质控功能
!

新技术获准立项后#确保其有序*安全开

展是医疗质控的重要环节)开展人可通过该系统记录*汇报新

技术开展过程的相关信息#如开展时间*开展对象$如临床患

者%*开展效果*不良反应*存在问题*持续改进措施等)系统自

动提醒开展人$科室%及时或定期记录与汇报新技术的开展情

况)同时本系统与电子病历进行对接#管理部门通过调阅电子

病历系统#查看*审查新技术开展实际情况#实现对新技术的过

程监督和追踪管理#确保医疗安全&

).(

'

)

@&C

!

统计评估功能
!

对开展的新技术#管理部门可通过系统

对开展的新技术相关数据#如病例数*治疗效果*出现意外*并

发症发生情况*经济效益等进行查询*审核*统计#以评价新技

术开展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新技术质量控制*奖励评估的依据)

@&D

!

档案管理功能
!

新技术档案记录了医疗技术在临床运用

的全过程#真实地记载了人们的医疗技术思想*医疗技术方法

和医疗技术经验#是广大医务人员劳动的结晶#它能为医院和

医疗技术人员在进行今后的医疗技术决策*科学研究*技术交

流和经验总结等方面提供信息和依据#起到凭证和参考作

用&

$%.$$

'

)对立项或获奖的新技术#与之相关的申报*评审*开

展*奖励资料都实行数字化建档)数字化档案将新技术多种信

息载体如文字*数据*声像*图表等集为一体#使新技术档案在

内容上更加丰富和完整)每项新技术的立项情况*开展情况及

效果*奖励等级#以及应用推广都在系统里得以详实的记录#便

于资料的查询与检索#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新技术资料的再

利用)

A

!

临床新技术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优势

!!

临床新技术信息管理系统充分利用医院局域网#建立网络

环境下的新技术信息化管理平台#集新技术的申报*审核*评

审*立项$奖励%发文*应用质控*归档等工作于一体#整合了新

技术管理各个环节#使管理流程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新技术

全过程的完整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临床新技术信息管理系

统进一步改善了新技术档案管理模式!将新技术档案管理模式

从实体保管模式向实体保管与数字化相结合的模式转变#丰富

和完善了新技术档案管理#档案管理工作实现标准化*数字化*

网络化#是对传统纸质档案的一种有力补充#利用该系统#新技

术资料的检索*查询*统计等更加方便快捷)同时新技术管理

的信息化加快了信息传递*反馈#对新技术相关信息资源进行

了整合和共享#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有利于

新技术的数据挖掘*科研及推广利用)

临床新技术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融入现代的管理思想和信

息技术#在新技术管理实践中不断优化改进#改善了工作流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医疗新技术质量控制更加及时*全面#强化

了医疗质量管理)

参考文献

&

$

' 刘国伟#徐茂云#马玉琴
&

利用信息技术强化医疗环节质

量控制的实践&

W

'

&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1%$1

#

$(

$

0

%!

''$.''1&

&

1

' 程兰#王伟荣#李俊#等
&

我院医疗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

&

W

'

&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1%$1

#

1/

$

0

%!

1/(.1(1&

&

'

' 林艳
&

浅析如何加强医疗新技术管理&

W

'

&

中国卫生产业#

1%$1

$

'

%!

$-)&

&

0

' 张俊#梅梅#尹学恩#等
&

基层医院第一类新技术准入评估

标准及管理方法&

W

'

&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1%$%

#

1'

$

5

%!

1(5.1(-&

&

5

' 詹险峰#梅梅#卫琴
&

应用改进
2=9

G

<#

法构建临床
&

类技术

评估体系&

W

'

&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1%$'

#

1%

$

$

%!

//.(%&

&

)

' 张恩全#陈黎明#刘国祥#等
&

临床新技术实施的过程管理

&

W

'

&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1%$%

#

$-

$

'

%!

-.(&

&

-

' 蔡耘菲#陈黎明#刘国祥#等
&

临床新技术风险分析及防控

策略探讨&

W

'

&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1%$%

#

$-

$

'

%!

$%.$1&

&

/

' 明星辰#王玉贵#涂自良
&

基于信息化的医疗质量实时控

制&

W

'

&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1%$%

#

$-

$

'

%!

5(.)$&

&

(

' 谷爱梅#张建#竺魏峰
&

医院科研项目过程质量管理体会

&

W

'

&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1%$1

#

$(

$

$1

%!

$$(0.$$(5&

&

$%

'李庆芳
&

医院医疗技术档案保管的重要性&

W

'

&

科技信息!

科学教研#

1%%/

#

15

$

$%

%!

1/)&

&

$$

'臧鑫#王玉享
&

医疗新技术档案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W

'

&

现

代医院#

1%$$

#

$$

$

'

%!

$'/.$'(&

$收稿日期!

1%$5.%(.11

!

修回日期!

1%$5.$$.1$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