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历问题一直是医疗纠纷
的一大焦点！据医法汇平台统
计，2020年，全国医疗损害责
任纠纷案件总计 18670件。梳
理这些案件发现，法院对医疗
机构隐匿、篡改、伪造病历资
料的认定率为21%，较2019年
的16%有所上升。

在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
被判“推定过错”，涉及最多的
情形，就是病历资料有问题。
双方争议点往往在于医院是否
存在隐匿、篡改、伪造病历的
行为。对医疗机构而言，无论
故意抑或过失，隐匿、篡改、
伪造病历资料都性质恶劣。

关于病历，舆论过去关注
最多的是“天书病历”，写得字
迹让外人难以辨认。虽然《病
历书写基本规范》 明确要求

“文字工整，字迹清晰”，但有
些病历，不光患者看不懂，连

“内部人士”也得研究。如果事
后发生医疗纠纷，“天书病历”
会妨碍厘清事实，进而影响责
任认定。由此导致医疗机构责
任比例提高的案件不在少数。

电子病历启用后，也带来
了新问题，有些电子病历系统
因开发等原因并不好用，有的
医生因为打字慢等原因也用不
好。从技术发展和应用内容上
看，电子病历应具备三个内
涵：一是包含病人的完整信
息，在患者授权同意下能进行
共享；二是能提供医疗提示和
报警；三是能提供资料库支
持。各个医院的电子病历，要
能做到互联互通，在患者隐私
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实现诊
断信息共享，避免重复检查，

降低医疗费用，助力分级诊
疗。而目前的电子病历，显然
还做不到这些。

另一个就是解决电子病历
的安全问题，杜绝电子病历信
息泄露，也已成为当务之急。
前不久，大量明星的核酸检测
人脸照片被泄露，就是一个例
子。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信息安
全防护，目前主要靠行业自
律，建立健全对电子病历的保
护机制，是建立健全病历管理
制度的重要内容。

某种意义上，病历质量高
低，是执业医生业务水平的检
验标准之一。正如张孝骞教授
所说，“写病历的阶段至为重
要，要通过它形成一种终身不
改的习惯。”对卫生管理部门和
医疗机构而言，从病历建立到
保管，从借阅与复制到封存与
启封，加强各环节病历管理，
才能真正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

通过规范化的病历管理，
体现对患者的高度负责，事实
上也是一种医患沟通，有利于
减少猜疑和焦虑，增强医患信
任，改善医患关系。病历管理
越规范，患者满意度越高，医
疗纠纷自然越少。就算不可避
免闹到法庭，也能规避法律风
险，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病历无小事，不仅真实反
映患者病情，更直接反映医疗
机构的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
从医生到医院，再到卫生管理
部门，都不能对病历管理等闲
视之，更加严格的病历管理，
对医患双方都是一种保护。

医院要高度重视病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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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医生在身边

北京市海淀区日前成立31支新冠肺炎疫苗上门接种队伍，针对人数
较多并且有合适场地的单位，如高校、科技园区等场所设置内部临时接
种点，开展上门接种服务。截至2月24日14时，海淀区累计接种疫苗突
破100万支。上图为临时接种点，下图为医护人员进行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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