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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替代传统手工上报模式，提升单病种数据填报时的自动填充率，与国家单病种质量管
理与控制平台直连上报，并向医院管理部门提供统计分析数据用于规范诊疗、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方法／过
程 建设单病种管理系统，以及单病种数据自动提取知识库，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单病种数据的自动

提取，利用前置机技术实现与国家单病种质量管理与控制平台的对接。结果／结论 解决单病种数据上报过程
中填报效率低、上报不及时、无法质控等问题，提高单病种数据填报效率，使单病种上报率达到１００％，提
升医院的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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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单病种质量管理与控制是以病种为管理单元，

通过构建基于病种诊疗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指标和评

价体系进行医疗质量管理，以规范临床诊疗、持续

改进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管理方法［１］。我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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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开始开展单病种质量管理控制，先后发布了
３批１１个病种１１１项质量控制指标，并持续监测单
病种质控指标，发布、反馈相关质控结果［２］。

近年来，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公众对高质量医疗

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对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的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单病种质量管

理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应进一步优

化和完善。２０２０年７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单病种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单病种管理涉及病种从原

来的１１种扩展到５１种，填报项达９０００余项，进一步
增加了上报难度，通知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

工作，提高医疗质量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程度［３－４］。

２　医院单病种管理系统建设现状

国内医院单病种管理系统建设的可借鉴经验较

少，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徐少银等［５］、黄虹等［６］、陈玲

等［７］先后发表关于医院单病种系统建设的相关论文，

但是智能化程度较低。２０２２年吴红星等［８］、杨佳芳

等［９］先后发表关于单病种智能化上报的相关论文，对

单病种管理由信息化向智能化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８０％以上的医疗机构对单病种信息
监测项上报仍采用人工方式［３］。单病种上报工作普

遍存在上报项多、条目烦琐、费时费力等问题，填

报效率低，影响了临床医生上报单病种的积极性；

在单病种质控方面，普遍缺乏信息化工具，依靠手

工导出Ｅｘｃｅｌ表格进行人工分析。
河北省人民医院开发单病种管理系统，加强对

单病种的过程监管，满足国家对单病种数据上报要

求的同时，有效帮助医院简化上报流程，降低医生

的填报工作量，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充分发

挥单病种质控对提升医疗质量的作用。

３　需求分析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院、科两级医疗质量管理组

织作用，利用信息化手段统计、分析、反馈单病种

相关质量监测信息，指导临床持续改进诊疗质量。

２０１９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了国家单病种质量
管理与控制平台 （以下简称国家平台），有３种上
报模式供各家医院选择：院内信息系统对接国家平

台，全部接口实现数据自动采集；院内信息系统对

接国家平台，部分接口实现自动采集信息和手工补

充上报；院内信息系统无法与国家平台；接口对接

的纯手工上报［１］。为提高数据上报的自动化水平，

河北省人民医院采用院内信息系统对接国家平台，

全部接口实现数据自动采集。

在单病种管理系统建设之前，医院根据信息安全

要求，实行医疗业务网与公网完全隔离的安全策略，

医生开立医嘱、书写病历等医疗行为在医疗业务网，

单病种数据的填报、上报在公网，医生填报单病种

需在公网上转录患者相关诊疗信息，导致单病种填

报效率低、医生上报积极性差等问题；没有专业系

统的支撑，无法全面获取单病种质控管理的相关指

标，医院管理部门对单病种的质控工作较被动。

基于单病种管理存在的上述问题，为满足医院对

单病种统一管理的需要，结合国家对单病种上报的相

关要求，从系统架构、流程、功能方面进行设计。

４　系统设计与实现

４１　系统架构

单病种管理系统的建设基础是医疗数据的采集与

处理。为不影响在用系统的性能，每日００∶００从在用
的医院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统、智慧护理系统、影

像存储与传输系统、实验室信息系统等业务系统中增

量抽取近１个月入院患者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清
洗、处理，在此基础上，完成数据填报、审核、分

析及质控等功能。系统架构，见图１。

图１　单病种管理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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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流程设计

单病种的上报实行 ３级管控：一级为临床医
生，负责患者的单病种数据填报，在单病种数据填

报界面录入患者诊疗信息；二级为科室单病种管理

员，负责督导、监控本科室医生及时上报、补报单

病种数据；三级为医院管理部门，包括医务管理部

门和质控部门，前者负责审核全院医生上报的单病

种数据并分析、质控，后者负责将单病种管理的统

计指标与科室绩效挂钩，发挥督导监控的作用。

河北省人民医院已全面启用病历无纸化归档，

医生将电子病历提交到无纸化系统中，系统根据病

案首页的诊断自动判断患者是否需要填报单病种数

据，如果需要则强制启动单病种管理系统并自动打

开填报界面供医生填报，填报完成后上报数据流转

到医务管理部门审核。具体上报流程，见图２。

图２　单病种上报流程

４３　功能设计

单病种管理系统包括单病种上报和单病种质控

管理两大功能模块，系统功能设计，见图３。

图３　单病种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４３１　单病种配置　该模块将院内诊断编码、手

术编码与通知中的单病种编码及内容对照，作为医

生是否需要填报某患者单病种数据的判断依据；维

护单病种的元素编码、元素名称、是否必填、字典

编码、上报编码、校验类型、校验值等信息；可配

置医院信息平台中自动提取的数据等。

４３２　单病种数据填报　该模块为单病种管理系

统的核心模块。为提高单病种数据自动填充率，减

少临床医生工作量，医务管理部门从临床科室收集

５１个单病种各条上报数据的自动提取规则，建立院

级单病种数据自动提取知识库，单病种管理系统根

据知识库中的提取规则，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

从医院信息平台中提取医院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

统、智慧护理系统、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检验信

息系统、手术麻醉系统、病案首页等系统的相关业

务数据，实现患者基本信息、电子病历文书信息的

自动提取填充。医生在填报单病种时，系统可自动

加载对应病种的相关信息，医生只需填报小部分无

法自动提取的内容即可，以脑梗死 （首次住院）为

例，患者的 “呼吸” “脉搏” “血压”可从智慧护

理系统产生的业务数据中自动提取填充，“急诊／门

诊或入院后 ２４小时内首次心肌损伤标志物检测”

可通过判断患者检验结果中的肌钙蛋白、心肌酶、

脑利钠肽等结果自动勾选，系统自动填报率达到

８７％。自动填充功能减少医生上报数据时的工作

量，提升了医生填报单病种数据的效率。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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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系统在单病种数据填报界面设置 “暂存”和

“提交”两个选项，若医生无法一次性提交完毕，

可选择暂存已填报信息供下次打开页面时使用。针

对国家平台上的单病种填报规则更新造成的医生需

要补报过往患者单病种数据情况，系统会主动推

送、提醒医生有待补报信息，做到主动监管。

４３３　科室级单病种管理　科室单病种管理员可

查看本科室所有的单病种上报数据，包括医务管理

部门审核未通过的单病种病历，及时督导本科室人

员填报数据。

４３４　单病种上报数据审核与提交　为确保上报

数据的正确性，单病种上报数据设置两级审核：一级

为医生提交单病种上报数据时的系统自动审核，二级

为医务管理部门人工审核。系统自动审核是通过预置

到系统中的审核规则判断部分数值的准确性，如患

者身份证号码、年龄值域等；数据提交到医务管理

部门后，医务管理部门通过系统查看各科室上报的

单病种具体信息：如果科室填写信息准确，则审核

通过，系统将数据推送到前置机，国家平台定时从

前置机抽取数据；如果科室填写内容有较大偏差，

需要上报科室自行修改，则医务管理部门将数据退

回填报科室，由填报人修改并重新提交。

４３５　单病种上报数据分析与质控　该模块可按

病种名称、上报科室、上报人、上报日期、上报状

态、患者ＩＤ、审核人、审核日期等条件检索信息，

可按科室、病种统计分析单病种的应填报数量、未

填报数量、已过滤数量、已填报数量、院内填报

率、已上传至国家平台数量、国家平台上传率等上

报统计数据，及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平均

药品费用、平均手术治疗费、平均一次性耗材费等

运营数据。医务管理部门定期查看数据以对全院各

科室单病种填报情况监督、质控、反馈；质控部门

从中提取单病种上报率，并与科室绩效挂钩，对未

达标的科室给予相应的绩效扣分。

４３６　单病种上报数据查询　对于临床医生，该

模块可按照患者病案号、患者姓名、单病种名称、

上报日期、入院科室、入院日期、患者 ＩＤ、出院科

室、出院日期等条件进行信息检索，提供未填写、

已填写未上报、已填写已上报、已驳回、已删除的

信息列表，并可将已检索信息导出为Ｅｘｃｅｌ表格。

５　应用效果

５１　提高单病种数据填报效率

通过维护单病种数据填报知识库中的规则，系

统中各病种数据的自动填充率平均为９０％，部分病

种的自动填充率，见表１；单病种管理系统上线前

医生填报一项单病种平均需要３０分钟，系统上线

后平均为５分钟，极大缩短了填报时间，提高了填

报效率，提升了医生上报的积极性。

表１　系统中部分单病种数据的自动填充率

序号 病种 自动填充率 （％）

１ 围手术期预防感染 ９８０３

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 （住院） ９７８２

３ 围手术期预防深静脉血栓栓塞 ９６１２

４ 子宫肌瘤 （手术治疗） ９５５４

５ 心房颤动 ９５４７

６ 膝关节置换术 ９５２２

７ 舌鳞状细胞癌 （手术治疗） ９４６５

８ 复杂性视网膜脱离 （手术治疗） ９４４０

９ 髋关节置换术 ９４２０

１０ 哮喘 （成人，急性发作，住院） ９３６７

５２　保证单病种上报率和及时性

通知规定二级以上医院应当在完成每例相关病

种诊疗后１０个工作日内上报本机构开展的全部监

测病种的数据信息。由于院内规定患者的电子病历

须在其出院５个自然日内提交无纸化系统，故上报

工作均可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且通过过程管控，

电子病历正式提交无纸化系统之前医生必须填报单

病种数据，使单病种的上报率达到１００％。

５３　提升医疗质量

填报数量、填报率、日常运营数据等指标可从

系统自动提取分析，管理部门通过查看上述数据，

可对临床科室进行质控管理。通过对关键指标的监

控，有效缩短了平均住院日，降低了平均住院费

用、药占比等，提升了医疗质量。以２０２１年第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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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２０２２年第１季度的数据做对比，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２年第１季度与２０２１年第４季度数据对比

质控指标 环比下降 （％）

单病种平均住院日 ５２５

单病种平均住院费用 ４４５

单病种药占比 １５１

单病种占比 １０２

６　结语

单病种管理与质控是医疗质量管理的重要手

段，对提升医疗机构管理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

疗安全发挥重要作用。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单病种数

据的填报、上报及质控进行有效管理，有助于提升

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智慧医院的建设提质增

效。在下一步单病种管理过程中，将进一步完善单

病种数据的自动填充规则、质控指标，深化对单病

种的质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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