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儿童医院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
医院质控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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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建于1947年，现分为五一路院区、长治路院区、晋源院区、

亲贤街院区（正在建设）。现编制床位1600张、实际开放床位1207张。现有职工2873名,在编职工

1224名、其中博士26名、硕士研究生463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99名、6名山西名医、40名省级名

优专家，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13 名，山西省卫健委百千万卫生人才培养工程骨干精英人才和非临

床高端领军人才16名，山西省卫健委百千万卫生人才培养工程临床高端领军人才8名，“三晋英才”

共34名，其中拔尖骨干人才17名，青年优秀人才17名。年门诊量131余万人次、年出院5.8万人次、

年手术2.6万人次、保健服务39万人次,是为全省妇女儿童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医疗、保健、预防、康

复技术服务的三级甲等省级医院,也是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成员单位，开展本科、

硕士研究生教学、科研工作。



医院先后获得了“全国百佳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纠风工作先进集体”“全国群众满意的

医疗卫生机构”“全国健康诚信品牌医院”“ 山西省文明和谐单位”“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

兵”“山西省科技创新示范医院”“五一劳动奖状”“山西省群众最满意的医疗卫生机构”“全国

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培训基地”“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优秀定点医疗机构”等荣誉称号。

我院儿科学、妇产科学、口腔医学、心血管外科等4个学科入围2018年（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

技量百强榜。医院举办了多次高水平、高规格的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郭应禄院士、乔杰院

士和中科院刘以训院士等业界瞩目专家教授讲学授课，启动了生殖医学中心院士工作站，进一步扩

大了医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了学科技术水平的提升。 









医疗质量

指在现有医疗技术水平及
能力、条件下，医疗机构
及其医务人员在临床诊断
及治疗过程中，按照职业
道德及诊疗规范要求，给
予患者医疗照顾的程度。

医院质量管理目标、任务、内容
•     构建质量管理体系

•     建立质量管理标准、实施标准化质量管理

•     三级质控（绩效卓越）- 重点突出

•     二级质控（科室管理）

•     一级质控QC小组活动

•     做好质量管理培训

•     审核监管机制

•     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现代医院管理呼唤质量

• 社会对医疗质量的关注日益加强           

• 人民群众对健康重视与期望值

• 医疗质量令人堪忧

• 医院价值观的要求

• 医院核心竞争力需求

• 学科建设及新技术的发展

• 医疗市场的竞争

•  国家政策导向

•  国际质量管理的趋势

•  等级医院评审中占重要地位

•  健康是基本人权

人民群众有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权利

医院有提升医疗质量的义务 



18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1. 首诊负责制度、

2. 三级查房制度、

3. 会诊制度、

4. 分级护理制度、

5. 值班和交接班制度、

6. 疑难病例讨论制度、

7. 急危重患者抢救制度、

8. 术前讨论制度、

9. 死亡病例讨论制度、

10 .查对制度

11.手术安全核查制度

12.手术分级管理制度、

13.新技术和新项目准入制度、

14.危急值报告制度

15.病历管理制度

16.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

17.临床用血审核制度

18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等。 



我院建立医院质控组织体系

        科室级质量控制组

          院级质量控制组

科室各质量管理QC小组

医院医疗质量控制考核体系

院质控部



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按照国家医疗质量管

理的有关要求，制订

本机构医疗质量管理

制度并组织实施 

组织开展本机构医疗

质量监、分析、考核、

评估以及反馈工作，

定期发布本机构质量

管理信息

制订本机构医疗质量

持续改进计划、实施

方案并组织实施

制订本机构临床新技

术引进和医疗技术临

床应用管理相关工作

制度并组织实施 



交班制度：

骨神经外科：7月22、24、25交班空白 

心胸外科：3次无交班，空白。



 

神经科      谈话记录：诊疗计划需详细、医师有未签字、患者及家属意见无

血液科      运行病历 ：谈话记录 、病危通知未及时签字

呼吸科      谈话记录、签名不清

心内科      病危 、病重均签字

PICU        运行病历的知情同意签字问题

手术科室  谈话记录中风险与预后简单

   

重点检查内容



抗菌药物月使用情况儿科部分
科室 病人总数 用抗生素总例数 抗菌药使用率 责任状 比责任状降低比例

心胸外科 70 38 54.29% 77% 29.50%
神经外科 49 27 55.10% 74% 25.54%
骨科 24 13 54.17% 70% 22.62%

耳鼻喉科 83 75 90.36% 80% -12.95%
新生儿外

科
87 38 43.68% 70% 37.60%

泌尿外科 104 33 31.73% 70% 54.67%
普外整形 198 97 48.99% 50% 2.02%
特需科 141 139 98.58% 94% -4.87%
肾内科 146 94 64.38% 75% 14.16%
内分泌科 154 133 86.36% 70% -23.38%
神经内科 316 159 50.32% 77% 34.65%
血液科 225 88 39.11% 65% 39.83%
新生儿内

科
460 357 77.61% 84% 7.61%

心内科 119 103 86.55% 94% 7.92%
呼吸科 205 191 93.17% 94% 0.88%
消化科 300 240 80.00% 90% 11.11%
康复科 143 1 0.70% 8% 91.26%
NICU 145 135 93.10% 95% 2.00%
PICU 25 21 84.00% 95% 11.58%
合计 2994 1982 66.20% 60% -10.33%



科室
药品收入（元）

4月药占比
（%）

5月药占比
（%）

药占比责任
状（%）

比责任状差
额（%）

4月 5月

消化隔离科 627196.81 646816.21 37.26% 36.75% 42.00% -5.25%

呼吸科 883937.15 1010409.61 45.63% 46.34% 48.00% -1.66%

心内科 548517.45 573660.47 41.58% 39.51% 36.12% 3.39%
新生儿内科 987944.26 1127436.83 23.97% 24.33% 19.00% 5.33%

血液科 1779307.63 1825014.55 64.24% 64.45% 51.00% 13.45%
神经内科 1132779.7 939933.39 42.98% 42.08% 40.00% 2.08%

内分泌科 476876.06 411437.19 40.73% 37.02% 36.00% 1.02%
泌尿内科 612004.15 540525.87 53.29% 47.85% 43.00% 4.85%

特需 405393.17 443709.81 38.56% 38.94% 39.00% -0.06%

康复科 270070.99 277060.49 34.42% 30.45% 29.16% 1.29%
NICU 1522238.11 1569764.15 33.79% 32.02% 29.00% 3.02%

PlCU 367095.4 399552.41 46.27% 47.85% 22.00% 25.85%

药占比



科室
药品收入（元）

4月药占比
（%）

5月药占比
（%）

药占比责任
状（%）

比责任状差
额（%）

4月 5月

普外科 774874.33 672422.53 43.33% 40.92% 34.80% 6.12%

整形外科 66876.78 61015.6 26.75% 20.23% 17.00% 3.23%
新生儿泌尿

外科 399987.66 438540.42 23.35% 22.79% 21.00% 1.79%

心胸外科 360914.92 383600.98 31.20% 28.14% 30.00% -1.86%

骨神经外科 449428.81 527944.15 41.05% 39.97% 35.17% 4.80%
耳鼻喉 76119.96 71091.04 21.43% 20.79% 22.10% -1.31%

麻醉科 624403.38 636635.81 30.63% 30.93% 36.07% -5.14%
妇科 179806.65 211144.51 14.48% 17.01% 15.00% 2.01%

计生 77715.21 95808.18 10.54% 11.90% 12.00% -0.10%

产科 380991.51 400533.59 14.15% 13.75% 15.50% -1.75%
病区合计 13173482.32 13404613.06 33.80% 32.65% 35.00% -2.35%

全院合计 23789164.92 23454734.69 37.42% 36.47% 35.00% 1.47%



合理用药监测
免疫制剂存在的问题：

  注射用核糖核酸用药无指征、溶媒选择不适宜。（593315：注射用核糖核酸II用药无
指征。）

——泌尿内科、耳鼻喉科、神经内二科及隔离消化科等

  脾多肽注射液溶媒用量不足。（593014：脾多肽注射液溶2ml，溶媒用量为60ml）

——PICU等

其他药物存在的问题：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注射液适应症把握不严。 

——新生儿科、心内科、新生儿外科 

    注射用复合辅酶适应症把握不严 ，溶媒选择不适宜。（590737、592900：注射用
复合辅酶用药无指征。）  

——骨科、特需科

    鼓励临床医生多查询临床用药指南、UpToDate等来把握药物适应症。



1.1 上月问题追踪解决情况 1.8 环境卫生学监测合格率

1.2 院感发病率 1.9 医疗垃圾、污水处理管理检查
 

1.3 院感漏报率 1.10 院感防控日常监督检查情况；

1.4 院感迟报率 1.11 细菌培养及耐药菌监测情况汇总

1.5 标本送检率            1.12 前6位阳性菌、药敏试验及预警 

1.6 雕龙系统院感病例上报情况 1.13 医院不良事件报告情况汇总

1.7 器械相关感染监测情况汇总

院感组考核内容



1. 上半年全院运营情况

         

较上年实际值

2019年上半年较上年同期收入增长4768万元，门诊收入增长
3879万元，住院收入增长1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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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58%

2018年

门诊收入占比 住院收入占比

45%

55%

2019年

门诊收入占比 住院收入占比

2019年，门诊收入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

运营管理考核



项目牵头：计算机、门诊部

操作实施：计算机、门诊部、收费科等

推    广：各科室（计算机、门诊部、收费科、职能科室、

临床医技等）

质    控：质控部、纪检监察室、计算机、门诊部及各职能

部门等质控体系整体参与

                   人人参与，全院推进

质控部重点项目：诊间支付推进



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各病区考核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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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建设



 2014年我院根据国家“千人计划”，引进海

外专家David Stephen Cram在我院遗传科实验室

进行科研教学。

医院建设——人才引进



中国工程院 郭应禄院士中国科学院 刘以训院士

医院建设——院士工作站



亚利耶•瓦谢尔
Arieh Warshel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聚德霍夫
Thomas C. Südhof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分子与细胞生理学教授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医院建设——客座教授



引入国际先进系统，帮助临床医生更好进行决策——UpToDate

01
§ 11,600+临床专题

覆盖25个专科

§ 2,000+ 药物专题

§ 1,500+ 患者教育专题

02
§ 6,900+名作者和编

辑来自51个国家

§ 持续跟踪400+医学
期刊

§ 50+名专职医生编辑

03
§ 327,000+条证据

链接

§ 分级推荐意见

04
§ 每天持续更新

§ 通过互联网和手机
使用

提升临床医疗决策从而改善医疗的质量和效率

聘用专家来
解答这些
临床问题

形成循证的
有针对性的
诊疗建议

持续更新
随时查询

确定重要的
临床问题



医院建设——质控部督导引领改进



医院建设——荣誉和成果





陈淑芸

《儿童体重增长不良，
怎么办？》

王  静

《一例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症的背后》

李文娟

《如何回答人工耳蜗
植入患儿家长担忧的

问题？》



检索词：体重增长不良

检索结果：目录页：从不同年龄角度对病因、评估、管理

进行分类描述。选择主题UpToDate-“以2岁以下儿童为

例展开描述”界定了体重增长不良的范畴，对临床工作中

“有种瘦，是妈妈觉得我瘦”状况有了客观评判依据.

感悟：

一、UpToDate提供了多维度、全面深入细节的管理策略，

指导临床工作，避免遗漏.

二、更加便捷①加强了相关知识领域的学习②提高自身业

务水平

案例1：

患儿××，女，6月，因“自觉孩子偏瘦”门诊就诊。 自述近期无特殊不适表现。

查体：体重5kg，一般情况尚可，生命体征平稳。







检索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检索结果：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发病原因分为继发性和原发

性，经外院和本院联合诊断为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SCID）VS

嗜酸性细胞增多症。分别按主题词检索确定治疗思路。

感悟：  1.精准疾病定位

         2.答疑解惑，开阔思维

         3.梳理思路，制定诊治流程

案例2：

患儿，男，1岁8月，发现颌下肿物伴发热8天

检查：体格检查、胸部CT、颈部彩超、腹部彩超、腹部增强CT

















检索词：人工耳蜗植入 and 儿科

检索结果：人工耳蜗植入主题下在CI的术前评估中找到两

个答案：1.双侧CI应该是双侧SHL的标准形式。基于目前的

研究，如果条件允许，我们推荐同时行CI，如果条件不允

许，序贯CI的间隔周期要限制。2.目前的研究显示，早期

行CI，大多数儿童可以在主流学校就读。但CI后，早期干

预和口语交流方式是影响儿童日后言语知觉的最重要因素。

感悟：   1.方便、快捷

          2.快速了解疾病最新进展

          3.启发科研新思路

案例3：

患儿，王xx，男，1岁3月，主因“发现对声音反应差1年”入院。

查体：耳：双侧耳廓无牵拉痛，双侧鼓膜完整，标志清。其余未见异常。256Hz音叉检查：未能配合。辅助

检查：听力学检查、影像学检查。













    从筹备伊始，图书馆组织了多场 培 训 ，
鼓励大家参加到这活动中，并与临床医务人
员共同努力，经过两个月时间收集完成了35
个案例，参加科室覆盖泌尿外科、新生儿外
科、血液科、肾内科、临床营养科、药剂科、
呼吸科、SICU、NICU、病理科、临检中心
科研部、耳鼻咽喉科、普外科、护理部、遗
传室、神经二科、心胸外科、消化科、新筛
中心、麻醉科、内分泌科、特需科等。

为推动临床医生
更快更好地应用UpToDate临床数据库
医院开展了针对临床医生的案例大赛
鼓励大家使用工具来解决疑难问题
加强相关知识领域的学习
在工作中严谨地解决临床问题
这一活动全院各科室积极参与
刚才列举的是本次比赛中的一些优秀案例

院内普及使用



经过初赛，评选出前十名选手参加我院第一届UpToDate临床案例大赛决赛！



第一届UpToDate临床案例大赛决赛现场

     为了鼓励全院人员积极使用UpToDate临床决策顾问系统，切实帮助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促进
临床研究的深入开展，助力医院管理，助力临床、助力科研、助力教学，9月17日由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
幼保健院图书馆主办的“第一届UpToDate临床案例大赛决赛”在成长学院隆重举行！



第一届UpToDate临床案例大赛决赛现场

     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马

兰、副院长胡先明、副院长席红卫、UpToDate

临床医学总监、全国UpToDate案例大赛资深评

委郑麓薇女士担任此次大赛评委。纪检书记李旭

光、党委副书记郭红旗莅临指导并为选手颁发获

奖证书！ 



大赛评选结果

临床营养科  陈淑芸  参赛作品《儿童体重增长不良，怎么办？》

血液科 王静 参赛作品《一例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背后》
耳鼻喉科 李文娟 参赛作品 《如何回答人工耳蜗植入患儿家长担忧的问题？》

临检中心科研部 张鲜惠 参赛作品《宫颈癌筛查及诊治相关内容查证》
病理科 李素红《外阴角化性病变的诊断思路》
NICU 李小艳 参赛作品《早产儿晚发感染1例案例》

普通外科 孙小兵 参赛作品 《1例双肾积水患儿的查因》
普通外科 游志恒 参赛作品 《女孩会阴部肿物诊断及处置》
新生儿外科 刘文跃 参赛作品《尿生殖窦畸形1例》
肾内科 曲晓云 参赛作品《导管功能障碍的解决策略》



为获奖选手颁奖



合  影



     我院参赛选手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解决我院参赛选手将循证医学思维融入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利用UpToDate临床顾问，凭借自身过硬的信息素养和高质量的决策案例得到了评审
专家和大家的认可，最终血液科王静、耳鼻咽喉科李文娟经过激烈的角逐脱颖而出，获得了
“优秀临床案例”奖。

全国决赛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