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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
新举措

分级诊疗

同质化管理始于“患者安全”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肖明朝

医院的信息密集、人

力密集、跨学科跨专业，

就诊环节复杂，而多院区

的设置更加剧了以上问

题。 医 院 的 患 者 安 全 管

理，既往缺乏整体系统观

念，对医生和护士等个人

的要求和责任过多，而对

医院运营和整个医疗系

统控制有限，管控重点更

多侧重在事后调查或对

单一事件的处理和负性

处罚。但医院的安全和适

应能力不仅仅取决于一

线医护人员的行为，应当

更关注系统建设，包括医

院安全与质量管理部门

设置、流程设置、设施设

备配置、信息系统和数据

共享、各类人员培训、患

者安全文化营造等等。对

于患者安全的系统建设

和文化营造，笔者建议从

以下方面着手。

加强顶层设计
遵从安全性标准，加

强医院保障患者安全的顶

层系统设计。完善保障患者

安全的组织架构，明确各部

门及岗位职责，建立工作制

度、完善工作流程，以保障

不同科室、不同部门、不同

环节、针对不同病人，在协

同工作中的患者安全。

信息整合
整 合 医 院 各 种 风 险

管理活动和信息模块。很

多医院管理都进行了智能

分块，相关信息分布在不

同部门。在多院区信息系

统建设时期，应当特别关

注风险管理模块的统一布

局，功能兼容，信息整合，

从全院的高度进行统筹安

排。对照患者安全不良事

件的不同分级，进行相应

的风险预警、管理、控制、

分析与反馈。加强强制上

报类事件管理，向国家医

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报告

与学习平台上报不良事件

信息。

从错误中学习
推进患者安全不良事

件报告系统的建设使用，

形成鼓励倡导主动上报的

文化。一方面基于电子病

历系统，抓取风险隐患，

并建立不良事件的电子报

告体系。另一方面，倡导

主动上报与积极处置并重

的处理模式，形成非惩罚

性报告机制和“从错误中

学习”的患者安全文化，

不良事件主动报告覆盖医

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

后勤及第三方服务人员，

以及患者及其家属。重点

关注医疗质量隐患问题或

未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负

性事件。探索建立长效数

据动态监测平台，合理应

用质量管理工具，开展回

顾性分析、横断面监测、

前瞻性预警，及时识别风

险，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构建整合型服务体系
▲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二丹

紧 密 型 县 域 医 共 体

工作的提出和持续推进，

是整合型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大突破。当前，该项工

作正由制度构建阶段转向

服务和机制创新的全新阶

段，其建设内涵也在不断

深化。

以提供连续性医疗卫

生服务为主导  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工作的核心是为

区域内居民提供全流程、

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

再据此细化成员单位人、

财、物、信息等的协同机

制，而不是相反。因此，

要以重大慢性病为切入

点，建立能够调动全科医

生、专科医生、药师、护

士等医务人员以及公共卫

生人员等共同参与的体制

机制，为居民提供连续性

医疗卫生服务。

聚 焦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服务能力提升  探索增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的具体路径，加强基层

设备配备，提升硬实力；

补齐基层儿科、呼吸科

等短板，提高传染病筛

查、 防 治 水 平， 增 强 软

实力。

探 索 新 质 生 产 力 在

基层的应用，利用信息赋

能，创新服务模式  要始

终将信息化建设放在首要

位置，通过信息化有效串

联医疗卫生服务的各个环

节。要持续推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模式，构建

远程医疗体系，在医共体

中逐步实现互联网复诊、

远程会诊、预约转诊、远

程检查等远程服务的供

给。要整合居民健康、疾

病、运动、饮食等全生命

周期的各类健康数据，完

成更加全面的电子健康

“画像”。要依托可穿戴

医疗设备，及时收集和传

输患者数据。

构建县级医院和乡镇

卫 生 院 协 同 合 作 的 利 益

机制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在于

建立利益机制，使不同成

员单位和同一单位中不

同类型人员都能获益。医

保基金“总额付费、结余

留用”支付方式等医保管

理改革措施，可以在医共

体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

机制，促使县级医院和乡

镇卫生院通过能力建设，

努力将更多患者和医保

基金留在县域内，最终实

现共同获益。

平衡建设过程中的依

法依规与改革创新  各级

政府不要囿于现有政策条

目去限制为落实政策而制

定的“工笔画”和“施工

图”，要依据政策精神，

对符合人民健康需求的探

索、细化和创新予以支持

和鼓励。同时，要总结有

效经验，将可以在农村地

区推广的做法及时上升为

政策，并推广至其他领域

的改革实践之中。

药学服务是医院核

心业务之一，也是患者

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必备

的环节。中药服务利用

医院云服务平台，形成

“线上＋线下”药学服

务新体系，搭建起“在

线问诊、开方、调剂及

配送”的专业服务模块，

由此构建了“互联网＋

中药药学服务”平台。

患者足不出户在很短的

时间内就能完成线上就

医、开具处方并可选择

物流配送，节省患者复

诊就医与时间成本，并

取得一定社会效益。

对于选择送药上门

的订单，药师对照审核

通过的电子处方信息进

行调配、核对，将中药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信息随送货单通过第三

方物流快捷配送到患者

家中。中药配送物流部

门实现全程质控，患者

可享受线上查看药品配

送进度、缺药反馈和后

续管理等服务。

除了网上处方审

核外，部分省区市还

建成“互联网＋处方

流转”服务体系。如

梧州市处方信息共享

平台、厦门市“线上

处方续方”服务、淄

博市“处方流转”项

目、南宁市“爱南宁

APP”的“处方共享购

药”等，实现了医疗机

构与药店处方共享。

医 生 在 医 学 科 学
技 术 创 新 过 程 中 的 作
用和价值贯穿始终，是
临床需求的提出者、医
疗创新的发明者、技术
发展的协助者、临床试
验 的 执 行 者 和 医 药 产
品的使用者。

——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树强

健 康 管 理 不 能 仅
依 靠 医 疗 卫 生 系 统，
而 是 要 将 健 康 管 理 广
泛 地 纳 入 社 会 治 理，
纳 入 每 个 单 位、 每 个
家 庭， 甚 至 每 个 人 的
日常。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
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

梁万年

互联网与中医药学
服务融合碰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 胡燕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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