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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的成效
叶 勇

池州市人民医院 安徽 池州 247000

【摘 要】：目的：探讨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的成效。方法：回顾性抽取 2019年 1月－2019年 12月我院未

实施结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期间收治的完成各项调查的患者共 200例作为对照组，同时抽取 2020年 1月－2020年 12月运行结构化

电子病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时收治的完成各项调查的患者共 205例作为观察组。对比两组医疗质量、病历管理质量、诊疗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医疗质量评分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病历管理质量好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诊疗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P＜0.05）。结论：结构化电子病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可以提高医疗质量、病历管理质量并保证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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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tructure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Yong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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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structure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Methods retrospective extraction in January 2019-December 2019 did not implement knot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completion of the survey of 200 patients as a control group, and selected in January 2020-December 2020 run structure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mpleted the survey of 205 patients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medical

quality,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quality an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medical quality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The management quality of medical recor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Satisf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ructure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an improve medical

quality and ensure pati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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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是医疗信息的重要载体，其对于患者的疾病诊治有重

要意义。而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病历在临床得到

广泛应用，电子病历的应用有助于规范医务人员的书写质量，

确保管理的规范化[1]。并且，电子病历应用后可以降低病历信

息失误的概率，同时也有助于深度挖掘病历数据，而结构化的

电子病历则能结合临床需要进行有效的模板层次结构化查询，

进而提高医院的技术水平、医疗管理水平。而基于结构化电子

病历所进行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具体所指的则是以信息化

为基础，借助电子互联网信息病历管理模式，对病历书写工作

进行管理，同时对医务人员诊疗工作的开展起到推动作用，继

而发挥质量控制、监督等作用[2]。鉴于此，此次研究将围绕着

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的成效进行分析论

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方法

1.1研究资料

回顾性抽取 2019年 1月－2019年 12月我院未实施结医疗

质量管理系统期间收治的完成各项调查的患者共 200例作为对

照组，同时抽取 2020年 1月－2020年 12月运行结构化电子病

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时收治的完成各项调查的患者共 205例作

为观察组。

纳入标准：①纳入研究者均于我院就诊且配合完成各项调

查；②研究资料齐全；③对此次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精神障碍、心理疾病者；②拒绝参与研究者；

③同时参与其他研究者。对照组患者男 135例，女 65例，年

龄 22-67岁，平均年龄（42.03±4.69）岁；观察组患者男 141

例，女 64例，年龄 20-65岁，平均年龄（41.89±4.63）岁；两

组间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1.2方法

对照组按照常规管理方法开展医疗质量管理，包括加强检

查、督导，落实规章制度等。观察组基于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

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并予以落实，具体见下：

（1）系统建设。基于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建设，结合科

室的情况进行调整。其中，对医院内各病区的诊疗数据、案例

进行储存，并依托于大数据思维，对诊疗、护理方案的合理性

进行评估与监督。建设过程中要保证模块的齐全，包括评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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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发现模块、分析模块、制定管理策略模块、各项护理技术

模块、效果评价模块、信息记录模块七部分。收集到数据后要

将其储存于病历数据库，数据内容包括诊疗数据、护理数据、

标准流程数据等，确保系统覆盖医院各病区以及部门，实现对

医疗行为的全面监督。

（2）落实应用。安排各科室组织人员进行学习，指导其

掌握系统管理、日常维护的知识，并设置系统管理岗位，保证

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同时要指导科室其他成员掌握结构化电子

病历系统的应用方法。待有患者前来科室就诊后，要向患者进

行简单介绍，而后对患者的意识、体征、主诉、身体状况、疾

病特点、病史、用药史进行评估。并要观察就诊的患者，是否

存在有典型症状，以方便电子病历的记录，同时分析患者疾病

种类、药物禁忌，协助完成各项检查，检查结果会录入系统中

并进行记录，而后便可以根据电子病历记录的情况，并反映患

者的体征、症状变化等，最后基于上述数据还要对患者的诊疗

质量加以评估，并记录在电子病历中。具有系统权限的人员，

能够有效调阅电子病历资料，若发现问题可结合电子病历资料

加以处理。

1.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医疗质量、病历管理质量、满意度。医疗质量采

用自制调查问卷，分值越高表明医疗质量、病历管理质量越好。

医疗质量包括常规诊疗技术、常规护理技术、医疗服务态度、

安全管理，每项 20分，分值越高是说明医疗质量越好。病历

管理质量对患者电子病历书写的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患者主诉、病史、辅助检查、诊断、处理，每项 20分，分值

越高质量越高。满意度指导患者进行主观满意度评价，包括满

意、较满意、不满意，满意度=（满意+较满意）/例数×100%[3]。

2 结果

2.1比较两组的医疗质量评分

观察组医疗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的医疗质量评分（ x ±s，分）

组别
常规诊疗

技术

常规护理

技术

医疗服务

态度
安全管理

观察组

（n=205）
17.08±2.87 18.25±1.42 18.38±1.47 19.18±0.58

对照组

（n=200）
14.58±2.14 15.63±1.14 15.68±1.31 17.12±1.05

t 9.919 20.445 19.498 24.51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2比较两组的病历管理质量

观察组病历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的病历管理质量（ x ±s，分）

组别 患者主诉 病史 辅助检查 诊断 处理

观察组

（n=205）
17.54±
2.36

17.69±
2.53

18.05±
1.25

19.07±
0.48

19.25±
0.56

对照组

（n=200）
15.44±
1.07

14.31±
1.23

14.36±
1.09

17.69±
0.52

16.78±
1.14

t 11.485 17.031 31.632 27.671 27.778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比较两组的诊疗满意度

观察组诊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比较两组的诊疗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205 150 50 5 97.56%

对照组 200 136 44 20 90.00%

x2 9.992

P值 0.002

3 讨论

结构化电子病历在众多医疗机构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

结构化电子病历在应用后，可以基于医学信息的角度对病历进

行结构化分析。实践表明[4]，结构化电子病历在实际应用的过

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应用能

够大大避免随意用词的问题，并能实现数据收集、挖掘的便捷

化。并且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应用，还有助于规范病历书写、保

证病案质量以及完善病历内容的作用。因此，基于结构化电子

病历建立相应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可以大大提高科室的

医疗质量，保证患者诊疗工作的高质量开展，继而确保管理质

量的提升。有研究指出[5]，此种医疗质量管理系统的构建，可

以确保病历条目内容清晰化，并能明确诊疗。而在覆盖范围上，

该系统还能实现对内容更多全面覆盖，并降低诊疗目标的执行

难度，充分保证管理的质量，所以在具体应用后可以依托于结

构化电子病历，落实先进的管理理念、护理理念，发挥结构化

电子病历所带来的服务优势，保证整体诊疗治疗以及患者的诊

疗满意度。此外从实际管理的角度出发，该系统在构建完成且

落实应用后，可以使诊疗工作的流程可视化，并在诊疗工作开

展会后，依托于系统本身对诊疗工作进行监督，这有助于降低

诊疗过程中疏漏的发生概率，继而降低医疗纠纷等不良事件的

发生风险。

同时在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应用后，还可以为临床诊疗、护

理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并能为电子病历系统管理的

优化，提供切实可靠的数据。而结构化电子病历数据的长期存

储，则能确保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可查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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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相关权限后，便可以进行相应的系统检索，其所获取的

信息不仅局限于电子病历信息，同时还可以检索到仪器设备、

检查等信息以及其他历史数据，在获得这些数据的基础上，管

理人员便可以结合相关数据，对整体的管理方案加以优化。另

外有报道指出[6]，此种系统运行的优势在于，可以凭借大数据

运算、存储，这有助于降低人工耗费，并且根据相关的病历填

写规范，可以大大提高整病历填写质量。其中，电子病历本身

会全面反映患者的信息，包括疾病特点、病史、用药等，而在

其应用后就可以实现多种信息内容的汇总，确保多模式的串机

并联，这则有助于医务人员对患者病情的控制，同时亦能为用

药方案的调整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对于最大限度缩短患者住院

时间，减少患者费用支出大有裨益[7]。并且该系统的实际应用，

对于规避书写不规范、病历缺项等也有很大帮助，故而对整体

管理质量的提升有很大帮助。

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若要确保系统作用的充分发挥，相

关人员还要对一些事项加以注意。首先，在应用结构化电子病

历系统时，应力求建立好专科模板，即根据各个科室的专业特

点建立专科模板，以确保其在书写病历时，能够充分减少书写

录入的时间，即在不影响病历书写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

病历的书写速度[8]。其次，系统效力的充分发挥需要人员建设

作为支撑，所以这就需要医院方面，加强各科室人员的培养，

所培养的内容主要包括质量意识。有报道显示，在医疗质量的

提高中，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会起到关键作用，而信息技术作

为辅助手段，并不能单纯依靠其实现质量的提高[9]。另外在进

行督查的过程中，管理人员要确保管理监督的全面性，就实际

情况而言，结构化电子病历的应用，有助于临床人员避免基本

的错误，但不能保证整体书写质量的提高，故而应积极推动书

写质量的提高，以便充分挖掘不同患者间的个体差异，确保结

构化电子病历能够充分反映患者的健康状态，并全面反映患者

各项指标的动态变化。所以在进行检查督导的过程中，还应注

意对电子病历中主观描述内容的检查[10]。最后，应充分发挥电

子病历的优势，使其可以在临床决策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以便

提高临床医务人员的临床决策支持能力，继而提高医院的整体

医疗水平。大量研究报道显示，结构化电子病历医疗质量管理

系统的建设，对于医院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有重要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医疗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病历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诊疗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见，当下常

规管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医疗管理的实际需要，所以可以基于

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通过医疗质量管

理系统的应用，能够大大提高医疗质量，保证病历管理质量，

且能提高患者的诊疗满意度，这与既往报道的结果接近。提示

于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可以在现代医

疗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可结合医院实际状况进行建

设。

综上所述，结构化电子病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可以提

高医疗质量、病历管理质量并保证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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