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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670 Cases of Medical Record Cop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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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统计分析 2021 年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情况，旨在了解患者复印病案的需求组成情况，探讨病案复印有关的
信息安全、病案管理等问题，以提升病案信息的管理能力，提高医院管理水平。方法 对我院 2021 年 1670 份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21 年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共 1670 人次。申请人类别有：患者本人、患者代理人，分别为：1487 例、
183 例，占比分别为：89.04%、10.96%。复印用途有：怀孕立卡院外建档、外院治疗、本院流通、要求自己留档，分别为：1163 例、
199 例、143 例、165 例，占比分别为：69.64%、11.92%、8.56%、9.88%。复印人员常驻地区有：南宁市内、南宁市外（广西区内）、
广西区外，分别为：267 例、1353 例、50 例；占比分别为：15.99%、81.02%、2.99%。结论 生殖病案复印需求均为患者本人，复
印病案主要用途为下一步就诊治疗，病案复印工作可能会影响患者对医院的评价，涉及到患者的隐私，是医院病案信息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医院要加强病案复印的管理，促进病案信息管理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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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Statistically analysing medical record copying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in 2021, aims at comprehe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patient’s demand on the medical record copying, discussing the issues related to medical record copying such as information 
security,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capability of the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and hospital’s management 
level. Methods Statistically analysing hospital’s 1670 cases of medical record copying circumstance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in 2021. Results 
There were 1670 visits of medical record copying in reproductive medicine in 2021. The category of applicant includes: patient, patient’s 
representative, respectively: 1487 cases, 183 cases, proportion respectively: 89.04%, 10.96%. Purpose of copying: pregnancy filing outside 
the hospital, treatment in other hospitals, circulation inside the hospital, personal retention of record, respectively: 1163 cases, 199 cases, 143 
cases, 165 cases, proportion respectively: 69.64%, 11.92%, 8.56%, 9.88%. The residential areas of copying applicant: inside the Nanning City, 
outside the Nanning City (inside the Guangxi Region), outside the Guangxi Region, respectively: 267 cases, 1353 cases, 50 cases, proportion 
respectively: 15.99%, 81.02%, 2.99%. Conclusion The demander of reproductive medical record copying is patient. The main purpose of 
medical record copying is for further treatment. The medical record copying is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 hospital’s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ince it may influence patient’s evaluation of a hospital and relates to patient’s privacy. Hospital should enhance 
the management of medical record copying,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recor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y, to raise the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and managemen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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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对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进行

检查、诊断、治疗等医疗活动过程的记录资料，能够反映住院

患者的病情发展变化、诊疗过程、治疗效果及疾病转归 [1]。已

完成的医疗活动的医疗记录，称为病案。2018 年《医疗纠纷

预防和处理条例》明确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制病案的全部内容［2］。

病案信息管理是医院管理工作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对于医院

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质量有直接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患者对于医疗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评价 [3]。病案复印是病案

信息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之一。我院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的一

所生殖专科医院，每年完成辅助生殖助孕近 7000 周期数，患

者来自广西各个地区甚至全国各地，需要复印病历的人数众多。

为了促进医院病案信息管理能力的提升，对我院 2021 年生

殖医学科病案复印情况进行统计并分析。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我院 2021 年 1 月－ 12 月的《病历复印审核表》1670 份。

1.2 方法

根据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申请人填写的医院《病历复印审

核表》的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审核表为全院统一使用。填

写内容有：申请人类别、复印内容、复印用途、相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类别包含：患者本人、患者代理人、保险机构、公安司

法机关等；复印内容包含：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

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复印用途：怀

孕立卡、外院治疗、医保报销、自己留档等内容；复印人员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患者本人有效身份证明、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明、申请人与患者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等法律规定的相

关证明材料。

2 结果

2.1 申请人类别

生殖医学科申请复印病历的人员：患者本人 1487 例

（89.04%），患者代理人：183 例（10.96%）。见表 1

表 1 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申请人类别分类统计表 (n/%)

申请人类别 复印分数 构成比

患者本人 1487 89.04

患者代理人 183 10.96

合计 1670 100.00

2.2 病案复印资料用途

1670 份复印的生殖医学科病案中，复印用途为怀孕立卡

院外建档 1163 例（69.64%）；要求复印资料到外院治疗 199 例

（11.92%）；本院流通（转为本院住院治疗）143 例（8.56%）；

要求自己留档 165 例（9.88%）。见表 2。

2.3 复印人员常驻地区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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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居住地区分为南宁市内、南宁市外（广西区内）、广西区

外，分别为：267 例（16%）、1353 例（81.01%）、50 例（2.99%）。

见表 3。

3 讨论

3.1 复印申请人类别分析

1670 份复印病案中，复印申请人为本人的：1487 例，占比：

89.04%。我院为生殖专科医院，生殖医学科归档病案为需要辅

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

患者病案。辅助生殖技术（ ART）指在体外对配子和胚胎采用

显微操作等技术，帮助不孕夫妇受孕的一组方法，包括人工授

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等 [4]。此类患者病案比

较特殊，一份病案包含夫妻双方身份证明资料、双方病案资料、

诊治经过记录（促排卵记录、采卵和胚胎移植手术记录、胚胎

实验室操作记录、减胎记录等）、随访记录和相关各种知情同

意书。我国目前医保政策规定辅助生殖助孕费用不纳入医保，

故无因为医保报销复印人群。且无论申请人为患者本人还是患

者代理人，需求均是患者本人。出于对自身生殖健康问题的关

注，患者及代理人在办理病案复印过程中，会同时咨询有关问

题。这就要求病案管理人员同时要有辅助生殖助孕及妇科内分

泌等相关丰富的医学知识，以患者为中心，尽量满足患者的需

求，为患者提供优质有效的服务。

复印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 ：183 例，占比 ：10.96%。此类

申请人虽占比不多。但病案属于个人信息，医院要有相应的病

案管理制度，按规定保存病案及提供病案的借阅与复印，严格

执行病案复印审批制度，仔细审核申请者的相关证件，不予违

规复印。

3.2 复印用途分析

1670 份复印病历中，复印用途最多的为怀孕立卡院外建档：

1163 例，占比 69.64%。我院为生殖专科医院，患者构成都是

不孕症，怀孕生子是他们的第一目的。由于各医疗机构之间未

建立起医疗信息的共享，且相应的产科我院正在筹建中，治疗

成功孕 12 周后立卡建档只能院外进行，这类患者复印的是立

卡所需的检验检查报告单，在有效期内可以不用重复检查。

用途为外院治疗的这部分患者 199 例，占比 11.92%，一部

分为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未成功的患者转院继续治疗，也需要复

印相关的病案资料作为后续治疗的参考。由此提醒我院不断需

优化治疗，提高医疗质量水平及医疗服务水平以提高辅助生殖

助孕的成功率，从而使这一类复印病案的患者比例减少。另一

部分为外地先兆流产患者，复印相关资料方便就近治疗就医。

复印病案中自己留档 165 例，占比：9.88%。此类患者具有

很强的法律意识，主动要求复印病案资料备份留档。医务人员必

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

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纠

纷处理和预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医院病案管理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医院规章制度并严格按制度执行。

复印病案中复印目的为本院流通 143 例，占比：8.56%。这

部分患者是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院内流通时，院内医务

人员按相关规定复印使用，严禁信息外泄。同时也提示我院信

息化系统需要进一步提升。

3.3 复印人群常驻地区分析

从统计数据分析，我院复印的人群常驻地区最多的是南宁

市外（广西区外）：1353 例，占比 81.02%，其次为南宁市内：

267例，占比 15.99%；最少的为广西区外人员：50例，占比 2.99%。

说明复印人群多位于市区外，复印路途远。病案复印的时间成

本增加，会使他们在病案复印服务过程中很难拥有较高的获得

感，更容易造成患者对病案服务体验的低满意度［5］。数字化信

息技术以及物流服务的发展为医院病案复印远程预约及快递寄

送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6］。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 [7] 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事件。并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被纳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

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和管理 [8]。本次疫情人群易感，

发展迅速［9-11］。虽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流行目前已得到

有效控制，但仍然存在多点散发、局部聚集的疫情。病案作为流

通资料容易成为新型冠状病毒宿主［12］。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减少患者来院次数，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远程预约复印渠道为患

者提供了高效、安全、便捷的服务［13］。我院及时拓展了复印渠道，

增加了微信复印功能，解决患者复印不易的问题，同时增加网络

信息审核，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提高了病案信息管理能力，

切实做到以病人为中心并保证了信息安全。且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减少了人群的聚集，助力疫情防控 [14-15]。

3.4 辅助生殖技术病案信息的安全

病案信息是指患者在医院就诊时从入院到出院的所有诊疗

信息，无论是患者报销、临床诊疗、医院管理还是医学教研，

病案信息都是重要的数据资料 [16]。辅助生殖技术需定期通过病

案记录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及数据分析。病案除涉及病情外，还

保存有患者夫妇个人信息，其病案具有更强的隐私性 [17]。而

且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较其他医学学科更多涉及法律、伦理、宗

教、个人、家庭和子代健康等诸多问题［18］。且患者诊疗经过长，

部分患者需再次助孕，每个过程需完善一次病历，使病历流通

时间长，流通范围广，除患者使用需复印外，院内临床医生经

常调阅。相对于其他病案，更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注意信息保密，

保护患者隐私。医务人员有法律责任及义务保护病案的信息安

全性及防止信息外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从法律上保护患者的个人隐私。

以数字化诊疗技术和网络信息化共享的信息技术的现代医

疗模式的发展，电子化病案已成为趋势。病案数字化处理，使

病案信息管理由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数字化管理模式，发

生了质的飞跃。对于电子病案，应防止数据外泄。国内外隐

私泄密事件时有发生，如：HealthNow Networks 泄露事件，

HealthNow Networks 的软件开发员在互联网上上传了资料库备

份后，超过 91.8 万份老年人的个人健康数据被泄露。这些重

大的隐私数据泄露事件，特别是和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的

隐私泄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19]。因此，医院要创建安全

表 2 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资料用途分类统计表 (n/%)

用途 怀孕立卡院外建档 外院治疗 本院流通 自己留档 合计

例数 1163（69.64） 199（11.92） 143（8.56） 165（9.88） 1670（100.00）

表 3 生殖医学科病案复印人员常驻地区划分 (n/%)

地域划分 南宁市内 南宁市外（区内） 广西区外 合计

复印人员常驻地区 267（15.99） 1353（81.02） 50（2.99） 167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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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平台，电子病案使用权严格控制，同时数据加密，加强

网络监督，保障电子病案及远程医疗的安全，严禁操作人员密

码泄露，保护患者隐私的安全。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医务

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

3.5 提升病案信息管理能力，提高服务质量

病案信息管理除对病案的物理性质管理外，还包括对病案

记录内容的深加工，从病案资料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并进

行科学的管理，如建立较为完善的索引系统，对病案中的有关资

料分类加工、分析统计，对资料质量进行统计监控，向医务人员、

医院管理人员及其他信息的使用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信息服

务。病案作为医疗记录的载体，反映了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质量，

病案质量管理是医疗质量管理的基础 [20]。由于复印申请人员不

熟悉医院复印流程，在病案复印现场办理的过程中，因证明材

料不全、未经授权等原因导致一次复印不成功现象时有发生 [21]。

对于病案复印应多渠道、多方位加大宣传力度和告知，如：通过

医院网站、宣传栏、告知书，使患者及代理人明白复印流程及所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同时，医务人员应熟悉病案复印的相关制度

及流程，有利于患者咨询。历史病案及未电子化的病案进行影像

扫描数字化处理，利于保存和查阅。同时，病案管理人员应熟悉

业务及相关法律、制度，提升服务能力。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

不断提高医疗质量、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3.6 全面提升病案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病案信息利用水平

新时期的医院需要病案管理人员全方位的知识结构，不仅

需要丰富的临床医学知识、强大的疾病和手术操作编码能力、

先进的病案信息管理技术，还需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病案信

息的作用是利用而不是看管，病案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服

务 [22]。病案管理人员良好的素质和先进的服务理念可直接提升

病案信息的利用水平。管理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充分了解病案

在医疗、教学、科研，以及公、检、法、医疗保险等社会需求，

满足各类人员的不同需求，提供有效、优质的主动服务。充分

发挥病案信息的作用。随着医院的不断发展强大，病案复印的

需求逐年增加，病案管理人员要改变理念，不仅要服务主动，

更要熟悉病案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坚决维护病案原始记

录，严禁任何人涂改、伪造病案 [23]。从而整体提升病案信息管

理能力，更好的服务于医疗、社会。

4 小结

病案具有备忘、备考、守信、凭证的功能，这些功能表现

在病案的医疗、研究、教学、管理、医疗付款作用，以及医疗

纠纷和医疗法律依据作用 [24]。随着社会进步，医疗体制的不断

改革，医保制度的不断完善，ADRG 付费的不断细化，人们法律

意识的不断增强，病案的利用不止局限于医务人员、病人及家

属，还有医院管理人员，司法机关、医疗保险部门等。病案只

有利用，才能体现出价值。病案资料的精准供给与合理利用是

当代服务型医院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25］。因此，病案的内涵质

量和病案管理能力需提高，增强病案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提

高病案质量，严审病案复印证明资料，以患者为中心，合理合

法地提供病案服务。坚持原则，遵守职业道德，严守患者的隐私，

保护医院和患者的利益，使病案信息服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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