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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评审对病案管理工作的促进作用 

于 鹏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天津 

【摘要】目的 探讨医院评审对病案管理工作的促进作用。方法 选择 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我院 4000 例

病历资料展开分析，2000 例作为对照组行常规管理，2000 例作为观察组行医院评审。对比两组管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综合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医院病案管理工作实施评审管理能够提高医院管理人员的综合管理水平，减少不良

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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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oting role of hospital evaluation on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Peng Yu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Tianji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hospital review on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Methods 
4000 cases of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3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2000 case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nd 2000 cases were used as observation group for hospital review.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management effects. 
Results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review management of hospital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level of hospital managers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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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疗服务的核心组成部分，病案管理工作对

于提升患者满意度、保障医疗安全以及促进医学研究

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定期进行的医院

评审活动，不仅可以对外展示一个机构的专业形象和

服务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从内部推动包括病案管理

在内的各项业务流程不断优化和完善[1]。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社会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传统意义上的病

案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电子病

历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收集更加便捷高效；另一

方面，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及隐私保护成为新的

课题[2]。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医院评审对病案管理工作的

促进作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我院 4000 例病历资

料展开分析，对照组 2000 例，观察组 2000 例。工作

人员 11 名，男 3 例，女 8 例，年龄 33~58 岁，平均

（39.69±2.87）岁。 
1.2 方法 
1.2.1 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具体而言，当患者出

院后，其病案需在 24 小时内迅速回收至病案室，并在

此过程中严格执行院内交接班制度，保证每一步都有

据可查。为了维护病案资料的安全性与私密性，规定住

院期间产生的所有病案不得私自外借；如其他部门确

需使用，则必须由专门负责病案管理的工作人员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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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借阅手续并及时归档。所有记录完毕后的病案还

需在网络平台上创建电子副本，以便于后续跨部门间

的信息共享与快速查询。对于有需求查看个人历史治

疗记录的患者来说，则需通过门诊医生代为申请访问

权限，且每次查阅结束后都应及时归还给病案管理部

门，并经由质量控制室对整个过程进行审核确认，确保

每份文件流转均符合规范要求。 
1.2.2 观察组实施医院评审管理。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首先，依据国家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选定专门的负责人来监督和指

导病案管理工作，确保每一环节都能够按照既定规范

顺利运行。与此同时，定期培训临床医师关于病历书写

的规范性教育，以此来提高病历记录的质量与准确性。

此外，严格按照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编码的要求，对

疾病名称及手术操作进行统一的编码处理。 
（2）建立病案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不同

专业背景的成员组成，包括临床医生、护士、病案管理

人员以及信息技术专家等，旨在集合多方智慧共同推

进病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定

期对全院范围内的病案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检查与评估，

确保所有流程符合最新的行业标准与规范要求。此外，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并分析当前病案书写质量及实

际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建议，监

督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3）增强病案管理的责任意识。针对不同类型病

案资料保管期限的不同要求，住院患者的病案资料需

保存超过 30 年，而门诊病历资料则至少要保存 15 年。

为了确保病案资料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所有相关人员

都需要增强责任感，明确自身在病案管理中的安全任

务。具体来说，病案的日常存储环境必须保持良好的通

风和清洁，以防止霉变现象的发生；同时还需要采取有

效的防火防虫措施，避免因自然灾害或生物侵害导致

的损失。 
（4）加强病案安全管理。借阅病案时，工作人员

必须进行详细的登记，包括借阅人的信息、借阅目的及

预期归还时间等，并且对于需要外带的病案资料，必须

填写正式的借阅条，明确归还的具体日期。同时引入先

进的病案示踪系统，实时查询病案的位置信息，提高管

理效率。每日收回的病案需在次日送达质控室进行审

查，一旦发现登记上的错误或资料上的缺陷，质控室需

要立即通知相关部门前来更正，并确保修改后的病案

尽快返回病案室。质控室还需要定期对各科室提交的

病历进行质量抽查，特别是在病历书写方面存在问题

的情况下，需要组织专项培训，重点加强医护人员对病

历书写规范的学习。只有当医护人员的病历书写能力

达到预定的质量标准后，才允许其恢复正常的工作岗

位。 
1.3 疗效观察 
（1）开展病案管理考核，考核内容需包括专业知

识和技能、科室管理、职业行为、职业素质，各项目满

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综合管理能力越高。 
（2）统计不良管理事件发生例数，包括内容错误、

内容缺失、病案损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率（%）表示，行 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 ͞x±s）表示，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综合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综合考核成绩评分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专业知识技能 科室管理 职业行为 职业素质 

对照组 11 83.17±5.69 86.12±5.87 89.28±4.15 90.12±3.74 

观察组 11 94.11±2.51 95.06±1.71 96.30±2.11 97.28±1.87 

t - 5.639 4.458 4.128 5.967 

p -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内容错误 内容缺失 病案损坏 总发生率 

对照组 2000 5（0.25%） 10（0.50%） 6（0.30%） 21（1.05%） 

观察组 2000 1（0.05%） 4（0.20%） 1（0.05%） 6（0.30%） 

χ2 -    7.524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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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当前，医院等级评审已经成为推动医疗行为规范

化、提升医疗质量及病案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其不仅

是对医疗机构整体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一次全面检

验，更是促进医院持续改进、提高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在病案管理方面，通过实施医院评审方法，能够

显著提升病案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和技术能力[3-4]。在

评审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

规范来进行病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这不仅促

使他们更加熟悉相关政策法规，还要求他们在实践中

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此外，评审活动还促进了病

案管理流程的优化和创新，有助于发现并解决现有工

作中的不足之处[5]，进而全面提升病案管理的整体效能。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在实

施医院评审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明显降低。这一发现

表明，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以及制定和执

行严格的病案管理标准，可以显著减少诸如内容错误、

内容缺失、病案损坏等不良事件的发生。观察组不仅加

强了病案管理的各个环节，还引入了科学的信息化工

具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6]。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

奖惩制度，激励医务人员遵守规范，认真对待病案书写

和管理工作，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病案管理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不仅提高了病案管理的

整体水平，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加安全和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证明了医院评审在提升病案管理安全性方面的

积极作用[7]。此外，通过实施医院评审标准，不仅能够

有效提升病案管理的整体水平，还能够促进管理人员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观察组特别

注重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实践，

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专业技能[8]。这种持续的培训不

仅帮助管理人员丰富了管理知识，还使他们在面对复

杂多变的病案管理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此外，医院评

审标准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为病案管理提供了清晰

的指导方向，特别是在病案回收率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通过严格执行这些标准，观察组能够更有效地追踪和

管理病案，确保每一份病案都能按时、完整地归档，从

而进一步提高了病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9]。 
通过医院评审工作的开展，加强了病案管理的标

准性和规范性，对各项医疗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和

分析，从而实现了病案管理的规范化。这一系列举措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医院评审不

仅关注单一科室的表现，更促进了各个科室之间的和

谐发展，加强了跨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形成了更加

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了医院的整体工作质量。特

别是在病案管理过程中，实施医院评审有助于优化工

作流程，减少了病案录入和调阅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

率[10]。 
综上所述，医院评审管理的实施能够提高病案管

理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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