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与病理杂志
J  Cl in  Path ol  R e s 2018, 38(3)    http://lcbl.amegroups.com

684

收稿日期 (Date of reception)：2018–03–05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王伟，Email: wangwei@wuxiph.com

·短篇报道· 

随 着 国 家 信 息 化 建 设 的 大 力 推 动 ， 医 院 数

字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并取得显著成绩。而电子

病历系统作为医院工作的业务系统，其软件功能

日益完善，可有效支撑医院的业务发展。因数字

化系统具有操作便捷、查阅方便、信息共享等优

势，电子病历系统在各级医院被广泛使用。与此

同时，由于人们法律观念的提升，患者维护自身

权益的观念加强，医疗纠纷事件逐渐增多，因此

对医疗服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服务要求。患者在

医疗服务过程中的病历信息、治疗方案等信息作

为 医 疗 服 务 基 础 材 料 ， 对 解 决 医 疗 纠 纷 至 关 重

要。病案信息是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中创造、整

理的第一手数据和信息，是医疗行业研究的基础

性数据，其正确性、客观性对医疗学科的发展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 1 ]。因此医院应充分认识到电子

病历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和优势，并在此基础上，

加 大 对 电 子 病 历 应 用 的 规 范 化 管 理 和 病 历 质 控 
管理。

1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

电子病历系统是针对医院需求而开发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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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病历系统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工程，能极大提高医院工作效率，改善医疗数据的收集分

析流程。本文从电子病历系统的功能着手，分析电子病历系统在临床应用中所存在的病历信息不

完整、数据准确性及法律效力等问题，并从软件系统和业务管理流程两个方面进行挖掘，从而建

立起电子病历系统的操作标准和质控监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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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hospital,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rocess of medical data. Based on the functions of electr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the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accurate data and illegal 

effect issues) to get the solution from the software system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which establishes the 

operation standard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supervision process of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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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能有效改善医师的临床决策支持，提高

医疗质量、降低医疗成本和改善工作流程。

电 子 病 历 系 统 具 有 强 大 的 管 理 分 析 能 力 ，

拥有全面的病历数据，可提供信息的管理维护和

有效的信息展现。同时该系统能很好地与医院已

有的数字化系统进行互联，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

统(picture archiv 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PACS)、心电图等，使得患者信息在不同系统中有

效共享，从而使医师更高效、全面地查询浏览相

关信息，简化操作流程，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电子病历系统具有病历质控管理功能，其功

能由最初的病历信息萃取逐步完善，病历监控功

能得到大力发展，可有效管理、解决病历信息中

所存在的问题，为医师实现高效的病历质量管理

提供信息化质控手段和措施 [ 2 ]。同时电子病历系

统可提供完善的质量跟踪分析与统计功能，并针

对医师、科室及主管领导等不同使用对象提供病

历分析评分管理。

2  电子病历系统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方案

在医院大力推动下，经过2 0余年的发展，电

子病历系统已被广泛使用，对医院的信息化建设

和提升医护质量做出显著贡献。同时由于各地区

经济发展不平衡，信息化程度高低不一，加之省

级乃至国家层面的电子病历标准化工作，如疾病

诊断名称、手术、操作名称的标准化尚未统一，

导致现阶段电子病历系统仍存在以下缺陷。

2.1  病历内容雷同、信息记录不完整

电子病历系统中的病历内容雷同、信息记录

不完整等。为降低医师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

电子病历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模板功能。模板是根

据 医 院 业 务 形 态 、 病 种 属 性 而 设 计 出 的 系 统 功

能，基于此，医师能快速编写病历，极大提高工

作效率；同时模板按统一的格式和规范来组织病

历，规避了病历风格的多样化。模板功能在设计

之初是为降低医师工作量、规范书写格式，但由

于数字系统存在复制、粘贴功能，医师使用时能

自由进行病历内容的剪切、复制，甚至会出现同

一病种的病历内容完全相同的现象。研究[3]证明：

大量雷同的病历降低了电子病历系统的真实性、

可靠性，造成医疗隐患，易导致医疗纠纷。因此，

需在原有病历模板的基础上，对病历复制功能进行

限制，禁止使用者在不同病历之间进行复制粘贴，

防止病历内容雷同；另一方面，需对医师的使用进

行规范和限制，将正确书写病历内容作为医师规范

化行为，加大医院培训和宣传力度。

2.2  电子病历信息的不准确性

由于电子病历系统的不规范使用，导致病历

质量堪忧，其中以病历信息不准确性为主。其主

要原因为：1 )没有提供差异化个性化功能。各医

院各科室间对病历有不同的质控规则，目前的软

件系统没有针对不同需求来设计差异化功能，导

致系统的适应性不高；2 )系统缺乏智能化辅助功

能。由于医师工作量大，病历书写中难免存在一

些问题，典型的如病历中的出院信息与入院信息

不一致，使得病历的真实性、准确性受到质疑[4]。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优化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尤

其是智能化辅助功能方面，应结合当前业界人工

智能(artif icial intel ligence，AI)的发展状况，增加

A I的辅助功能，在使用者出现书写错误时能自动

识别和提醒，规避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提升病历

内容准确性、规范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医师

的工作效率。

2.3  电子病历的法律效应

如 何 做 好 病 历 信 息 的 安 全 保 护 ， 切 实 保 护

好患者的隐私信息，是如今电子病历系统面临的

首要问题。患者就诊过程中的诊断信息、治疗方

案等数据完全保存在电子病历系统中，数据真实

且信息全面。研究 [ 5 ]表明：在保护好患者隐私的

情况下使系统中存储的海量数据得到最大价值的

应用，可最大化促进学科建设和医学发展。因此

电子病历系统的数据的安全至关重要。目前，电

子病历系统采用明文加密的方法对数据、信息进

行加密，在医师使用中则采用分级保密的管理方

式，设置录入、查阅、修改的分级授权机制，以

此确保电子病历的安全性。而在实际应用中，仍

存在患者信息外泄的现象。

病历内容的实时性问题也会影响其法律有效

性。根据临床要求，患者的入院记录需在24 h内完

成，而有些医师因其特殊工作环境或个人使用习惯

未能及时填写病历信息，而当患者出现意外情况

时，医师已来不及补写病历。无病情记录或急救时

记录跟不上，是造成医疗纠纷的最大隐患[6]。针对

该问题，需从管理角度进行控制，增加医师病历

规范书写方面的培训，加大宣传正确、及时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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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历的重要性和医院对病历抽查的力度，从根本

上杜绝病历书写不规范、不及时导致的法律效应

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增强法律方面的培训，提

升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法务观念。

3  结语

电 子 病 历 系 统 的 应 用 体 现 了 医 院 业 务 的 数

字化、智能化，可极大降低医师工作量，提高其

工作效率，并强化病历信息的查询统计功能，基

于系统提供的质控手段可实现高效管理。但目前

电子病历系统在医疗体系中的应用还存在各种问

题，电子病历系统的规范应用和管理仍是一项长

期工作[7]。一方面，医院需针对实际状况进行分析

研究，做好基础的软、硬件平台支撑工作，建立

专业的信息化支撑和管理团队，以保障软件系统

的正常使用，同时还应和软件开放方密切合作，

根据医院业务需求和行业技术发展状况，及时对

软件系统进行功能优化和系统升级。另一方面，

医院需建立起对电子病历的管理体系，增加内部

医师培训，强调病历信息化的重要性，加强法律

法规培训，同时增强对病历质控的管理力度，规

避因医师使用不当导致的法律风险，以保障电子

病历系统能最大化地服务于医院，在降低医师工

作量的同时，有效提升其工作效率，使医院管理

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确保医疗安全，进一步提

高电子病历系统在医院医疗护理和社会科研中的

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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