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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门诊医疗质量管理
刘高蓉 （成都市郫都区团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川成都 611730）

门诊是医院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一线部门，

具有人流量大、患者疾病复杂特征，加上医疗程序

复杂、门诊就诊时间短、就诊环节多等因素影响，

不利于医师充分了解患者病情。此外，门诊医疗质

量管理工作直接影响着患者就医体验感及医院信

誉。那么，医院运转期间，如何提升门诊医疗管理

质量呢？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填写电子病历

病历是门诊医师开展各项医疗服务的源头，也

是医院各部门了解患者病情的载体，因此，在电子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科学应用电子病历极为

重要。而门诊病历是指门诊医师诊疗期间生成的符

号、文字、影像及切片等相关资料，反映患者的就

诊过程，也是评价门诊医务人员医疗质量的参考指

标。近年来，电子病历已广泛用于门诊各科，减少

了医疗成本，提升了医疗质量。开展门诊医疗质量

管理工作时，首先应规范门诊病历的书写，根据《病

历书写基本规范》管控电子病历，规避病历内容错

误、缺项、漏项等问题。

重点检验门诊医师医嘱

患者到院就诊时门诊医师要结合病情，开具相

关检查单并填写电子病历。因各项检查是基于患者

年龄、性别、病情、诊断等基线所开具，所以医务

人员必须对各检查项目进行评估，审核通过后再指

导患者开展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记录在电子病

历中，规避错检、漏检。完成相关检查后，评估患

者病情并指导患者用药，此时要重视用药医嘱检查，

分析各药物间配伍禁忌、相互作用及抗菌药物是否

合理，保障规范、合理使用药物，减少用药安全风

险事件。

保障门诊医师准点出诊

门诊医师是否能按时出诊直接影响患者的就医

体验及整体接诊效率。常规门诊医疗质量管理期间，

指派责任人定期巡查医师是否准时出诊、是否早退。

但医院门诊医师众多，若仅依赖人工抽查，无法切

实保障门诊医疗管理质量。因此，现代管理期间，

可利用信息技术将门诊医师登录电子病历系统时间

设置为到岗时间，将最后一次关闭电子病历系统时

间设置为离岗时间，进而保证门诊医师准时、准点

出诊。

规范门诊病假证明

常规门诊医疗质量管理期间，门诊医师开具

的病假证明有主观性特征且存在信息不全问题，部

分患者需重新返回门诊开具，影响了就医体验感。

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背景下可永久保存患者病假证

明，同时可信息化管控病假天数，规避不规范病假

证明或虚假病假证明问题。

管理门诊复诊预约与随访

患者复诊是对医院信任度、忠诚度的体现。在

现代门诊电子病历系统中均存在随访建议与复诊时

间等模块，医师可结合患者病情如实填写复诊时间。

此外，复诊预约时还可直接勾选医师、科室、时间

等信息，提升预约诊疗效率。

简化入院管理流程

部分门诊就诊患者需入院进一步诊疗，门诊医

师可在门诊电子病历系统中为患者直接申请入院，

并将门诊病历中记录的患者基本信息、诊疗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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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复制到电子住院证内，辅助患者实现即时预约

住院床位，方便后期诊疗。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辅

助下直接对接门诊电子系统与住院预约管理系统，

不仅可提升医院诊疗效率，有能规避患者在病区域

门诊区来回奔波。

落实门诊告知制度

门诊告知原则：（1）门诊医师要如实告知患

者病情、医疗风险与用药策略，若涉及重要内容，

需由患者或家属签字。（2）全面、准确地当面告

知医疗措施，规避告知不当诱发的医疗纠纷以维持

门诊医疗秩序。（3）18周岁未成年患者要直接告

知患者监护人。（4）对于伴恶性肿瘤类疾病者，

若直接告知患者本人病情可导致不利后果，因此需

当面告知患者直系亲属。（5）对受疾病影响难以

正确表达自己需求的患者，可将疾病情况、治疗情

况告知监护人或直系亲属，但要在门诊病历上如实

记录患者无法表达自身意愿。

门诊告知方式主要包括口头告知与书面告知等

形式。其中，口头告知常用于一般情况告知中；书

面告知包括注意事项、诊疗方案、医疗策略、病情

变化、风险、损害等，且应注明内容、时间等，由

患者或家属签字以规避后续医疗纠纷。

智能化开展门诊医疗质量管理

医院门诊科具有动态性、即时性、全程性特征，

但常规门诊管理模式难以准确、客观监控门诊医疗

服务质量。现代门诊医疗质量管理期间，利用电子

信息技术可高度融合门诊电子病历系统与其他医疗

服务系统，可简化患者挂号、就诊、检查、取药、

住院等一系列流程，能够全数字化实现门诊过程自

动化与诊疗记录自动化，为创建智能化、模块化医

疗管理体系奠定基础。此外，网络化的电子病历能

够实时、动态采集患者医疗信息，还可借助信息平

台将门诊质量管理渗透至门诊各就诊环节中，方便

管理者利用信息平台内各项考核指标精准、客观调

配医疗资源。此外，门诊医疗服务内容持续拓展致

医疗质量管理深度、广度持续延伸，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能够无纸化、数字化实现现代信息智能化管理，

能够缩减人力、物力成本，有利于最大化提升管理

效率。

动员门诊全体人员参与医疗质量管理 

想要提升门诊医疗质量管理水平，不仅需要现

代化管理制度及软件、硬件设施，门诊全体人员也

应一同参与质量管理工作。因此，门诊管理者要引

导门诊工作人员更新老旧观念，创建出全员参与质

量管理的氛围以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此外，门

诊医务人员既是医疗质量管理的推行者，又是提升

门诊管理质量的参与者，因此要保障全体医务人员

都能自觉遵守质量管理制度，规范自身诊疗行为，

进而持续提升门诊医疗管理质量。

加强门诊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提升门诊医务人员大局意识、培养正确全局观，

进而优化门诊服务环境提升门诊整体服务水平。首

先，要规范门诊医务人员服务行为，保障服务人员

文明服务，可结合门诊科各窗口岗位特征，完善服

务规范及岗位职责，保障患者能够落实各项工作；

其次，落实首诊责任制，要求门诊医师主动为患者

排忧解难，指导患者完成后续诊疗；最后，要规范

门诊工作人员仪容仪表，热情服务，以礼待人，创

建轻松、愉悦的就诊氛围，以提升患者信任感、安

全感。

积极处理门诊科不良事件

受门诊人流量大、患者病情繁杂影响，诊疗

期间出现不良事件风险较高，因此门诊医务人员要

定期总结医疗不良事件类型、性质、严重度，并基

于过往不良事件处理经验制定应急预案；还要强化

门诊医护人员业务水平，并组织门诊工作人员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此外，

门诊医务人员要严格依据医院相关规定开展诊疗服

务，并耐心与患者沟通，尽可能降低医疗不良事件

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