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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管理的核心,更是医院发展的根本,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健康

产业正在与信息化高速融合,如何更好地使用信息化数据提升医院监管效率是未来各个医院管理者重点关注

的内容。本研究从组织架构搭建、监管框架设计、平台数据标准化、信息化平台搭建、监管实施及效果评价等方

面对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进行研究与讨论,以期建成一套完整的智能化、信息化监管平台,为

各单位构建信息化监管平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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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are
 

the
 

core
 

of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hospi-
tal

 

developmen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health
 

indus-
try

 

is
 

integrat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t
 

high
 

speed.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information
 

data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hospital
 

supervision
 

will
 

be
 

the
 

focus
 

of
 

all
 

hospital
 

managers
 

in
 

the
 

future.In
 

this
 

study,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quality
 

and
 

safety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platform
 

are
 

presented
 

and
 

dis-
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supervision
 

framework
 

design,platform
 

data
 

standardization,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supervisio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It
 

is
 

ex-
pected

 

to
 

build
 

a
 

complete
 

set
 

of
 

intelligent,information-based
 

regulatory
 

platform
 

to
 

provide
 

a
 

basis
 

for
 

vari-
ous

 

institution
 

to
 

build
 

information-based
 

supervision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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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的核心,更是医院发展的

根本。近年来,随着民营资本的不断注入,各地医院

规模不断扩张,但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医疗

质量安全相关指标中却显示医疗质量与安全水平在

不断下降。随着信息化与医疗行业不断融合,医疗信

息化平台得到快速发展,使得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

精准监管成为可能[1]。目前,国际上已有部分发达国

家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医疗质量进行监管,其在提高医

疗质量、防范医疗风险、降低医疗费用、方便患者就医

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4]。国内部分大型医疗机

构也在借助信息化手段来监管医疗质量与安全,但大

多是购置相应公司软件进行监测,并且指标也不系

统[5]。本研究根据国家发布的互联互通四级甲等评

测标准改造、整合各个业务系统,构建标准数据集,建
立院级信息平台,同时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改革、卫
生主管部门下发的专项督查指标及院内医疗质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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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中的各项重点指标为参考,对医疗质量与安

全智能化、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进行探讨与研究,
并将平台应用到医疗监管中,提升了医疗监管的

能力。

1 智能化、信息化医疗质量与安全监管平台构建的

背景及本研究的组织架构

  本研究通过借鉴澳大利亚的信息化质量体系及

美国全民健康信息系统[6-7],提出了智能化、信息化医

疗质量与安全监管平台构建方案,同时本研究专门成

立了主要领导牵头,医务科、信息管理科、病案管理

科、护理部、医院感染管理科、质量管理科共同参与的

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能职责,建立微信沟通机制,
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管理部门提出的需求和运行

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并由信息管理科提出解决方

案,确定解决时限,最后由质量管理科对时限进行督

导检查,保证平台建设的质量。

2 主要内容

2.1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平台搭建方法

本研究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改革、卫生主管部门

下发的专项督查指标及院内医疗质量与安全监管中

的各项重点指标为标准,采用B/S架构,将从院内互

联互通平台中提取数据,并将程序集成到医疗质量与

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的服务器上,使用动态网页呈现

数据结果,各科室监管人员或临床部门使用者只需点

击浏览器或从手机端登录查看即可,大大缩短了使用

者的时间,提高了监管效率,同时将数据集成在院内

平台上可有效避免医院间信息化系统不同所带来的

不便,更利于推广应用[8]。

2.2 监管平台框架设计

根据医院职责分工,医疗质量与安全监管由医务

科负责,同时实行院科两级质量安全监管。平台中数

据由管理部门监管后将问题通过平台传递给临床科

室,限期整改,实现检查结果的信息共享与传递。临

床科室也可通过平台数据进行自查,对发现的特异性

问题进行自查整改。平台信息包括业务发展指标、医
疗质量监管指标和专项指标三大部分。业务发展指

标包括手术指标(手术占比、四级手术占比、微创手术

占比等)、费用管理指标(住院/门诊次均费用、住院/
门诊次均药费、药占比、耗占比等)、大型设备管理指

标、工作量指标等;医疗质量监管指标包括医疗质量

与安全管理指标(危急值管理、非计划再入院管理、会
诊管理)、手术管理指标(手术授权、非计划再手术、手
术切口管理、手术过程中的资料管理)、五大中心管理

指标、病案管理指标(内涵质控、时限质控)、医疗纠纷

管理指标;专项指标包括过度医疗监管指标、健康扶

贫管理指标等。监管平台充分依托院内信息化平台,

将各个系统中数据充分整合后,对重要问题进行短信

推送,通过PC端和移动端实现监管平台的登录监管,
保证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及时性,见图1。

图1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研究

的技术路线

2.3 平台数据标准化

标准的数据库字段是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

管平台建设的基础。通过建立标准的字段可以将不

同系统间的数据进行串联,从而达到数据间的整合,
实现对不同系统间业务数据的统一汇总、分析、使用,
实现医疗质量与安全的流程管控。

本研究依托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甲等测

评,对各个业务子系统数据进行充分整合,从而实现

可供使用的标准的数据库。

2.3.1 人员信息

按照医院资源规划(HRP)系统中标准字段提取,
包括全院员工的基本信息及特殊授权信息。

2.3.2 诊疗信息

按照“ICD-10国家临床版疾病代码”“ICD-9国家

临床版手术代码”“临床医学名词”等进行规范,提取

相关诊疗信息。

2.3.3 电子病历

按照《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进行规范,
提取电子病历相关数据。

2.3.4 药品

按照《药品分类与代码规范》进行管理,包括药品

名称、代码、产地、分类、金额等。

2.3.5 医用耗材相关数据

按照《WS/T医用耗材采购使用管理分类代码与

标识码》进行管理,包括品类、品种、品名、主特征、金
额等。

2.3.6 医嘱相关数据

包括各类检验检查、操作、治疗等内容。

2.3.7 收费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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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标准的物价收费代码、项目分类、开单、执行

等内容。

2.4 监管实施

患者从入院开始到诊疗活动结束过程中产生了

大量的数据,如患者基本信息、疾病诊断信息、手术操

作信息、治疗信息、费用信息、医嘱信息、药品信息、耗
材信息、随访信息、医保信息、转诊信息等。如何有效

清洗、整合、分析、使用这些数据,辅助管理部门和临

床科室去管理、提高医疗质量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研究根据三级公立医院绩效改革指标及各级

各类行政主管部门重点关注的指标进行汇总分类,制
订各项指标的监测频率(日、周、月、季、半年、年度),
并定期监管[9]。同时对各类指标进行深入分析:(1)
对重点指标如非计划再次手术发生后及时短信推送

相关部门管理人员;(2)对一般指标设置阈值管理,如
某科室手术占比低于预定目标值也进行短信推送,从
而能够让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并介入接下来

的科室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

2.5 监管效果

2.5.1 降低人力成本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采用大数据分

析与过程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对医疗质量进行前期监

测,更准确、更及时地为医疗监管及使用部门提供标

准化、同质化的数据与指导,减轻监管人员数据提取

与统计工作量,有效降低监管人员的人力成本。

2.5.2 提高监管效率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可以对不同时

间节点的数据进行分析,将重要数据短信通知监管人

员和被监管人员,限时完成,对未按时完成者,监管人

员可及时介入,有针对性地对医生行为进行督导检

查,限时整改,查看整改效果,有效提升了监管效率。

2.5.3 提升监管范围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在互联互通的

基础上结合了本研究各种医疗数据,同时本研究监管

根据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三级甲等医院复

评、医院年度目标及日常管理指标,制订了医疗质量

监管的重点指标6个、专项指标2个和一般指标15
个,扩大了监管的范围。

2.5.4 提升监管质量

本研究使用信息化监管平台对医疗过程中重点

指标进行过程监管,能够及时获取相关数据,如非计

划再次手术、30
 

d非计划再入院、危急值报告查看、急
会诊时限、运行病历书写时间等项目,并及时进行管

理监管,以替代此前采用的人工抽查的结果监管模

式,同时可根据实时数据进行客观、前瞻性的分析,对
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预判,并及时介入,减少不良事

件的发生,提高监管的准确性、及时性,规范临床科室

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切实提升医疗质量。

2.5.5 提升临床科室管理能力

实时的信息化监管,不仅有利于管理部门使用数

据进行监管,更可以让临床科室自己查看数据,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在源头上规范医生行为,加强科

室人才培养,不断提升临床医生的业务能力,提高科

室整体科教研水平及亚学科发展等。并且,科室可以

根据相关数据查找不足与短板,有针对性地对其整

改,提升学科影响力,促进学科发展。

2.5.6 提升患者就医感受

本研究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对本研究就医流程

各时间点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去改进流程,降低患者

等待时间。同时通过对纠纷、投诉的统计,分析纠纷、
投诉原因及重点科室,专项督导,从而提升患者就医

感受。

2.6 平台运行中的不足及改进意见

2.6.1 团队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

监管平台建设涉及医院多个科室,如何将各科室

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平台建设效果最大化是平台建

设之初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本团队成立了一个由

院内牵头的院内工作小组,小组成员涉及医务科、信
息中心、病案管理科及相关职能科室。工作小组实行

定期会议制度,每月召开工作小组会,及时讨论发现

的问题,确定解决方案、解决时限及责任人,保证每项

问题及时解决,确保监管平台的正常运行。

2.6.2 监管人员要明确监管目标

监管平台前期运行过程中,因为短时间增加了较

多的管理内容导致监管人员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从而

对这项工作产生了排斥情绪。随着工作的推行,重新

梳理了监管架构,明确了监管目标,从之前的大而全

式监管,到后期的分层次划重点的监管,对重点问题

进行长期监管,对专项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对一般问

题减少检查频次,有针对性地监管后平台运行更加顺

畅,监管目标更加明确,监管人员也更有针对性。

2.6.3 部分数据监管的智能化程度不足

监管平台中的很多数据来源于电子病历,是一种

主观数据,导致无法直接从这些指标中提取到监管部

门需要的监管结果,尚需要监管部门人工对相关数据

进行二次质控,才能完成管理目标[10]。建议加快应用

人工智能(AI)技术,通过AI提高管理效率。

3 讨  论

  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管理的核心,只有管好医

疗质量与安全才能为医院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

力。医疗质量与安全监管平台可以为医疗质量与安

全监管部门提供过程监管与极大的数据支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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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涉及医院部门较多,
指标体系建设较为复杂,暂无成熟软件对其进行支

撑,有些医疗质量相关软件也只是针对某个医疗质量

监管点定制开发,事后监管,无法全面支持医疗质量

与安全监管[11-12]。平台监管多采用过程监管,发现问

题后及时介入进行监管与指导。平台建设过程中需

要医疗管理部门、信息管理部门、统计部门、临床使用

部门甚至是软件公司均参与,才能完成整个平台的建

设。通过不断磨合与改进才能做出适合医院管理的

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最终实现提升医院

医疗质量与安全的目的。
经过前期的实践,作者总结了医疗质量与安全信

息化监管平台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体会:(1)未来医

院管理,不管是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还是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DRG)医保付费都给医院管理带来了更高

的挑战[13];(2)医院未来精细化管理程度取决于信息

化建设的程度及医院智慧化管理的程度[14];(3)医院

管理层要转变管理思路,用数据说话,用精细化数据

管理,从而提高管理的质量与效率[15];(4)临床科室也

要学会使用数据,通过数据对内涵问题进行深度

分析。
综上所述,医疗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管理永恒不变

的主题。实践证明,院内医疗质量与安全信息化监管

平台管理模式能为质量与安全监管提供有力保障。
今后还将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平台监管模式和内

容,以期提供更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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