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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质量控制-地区差异大

《2019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超声医学分册》



超声质量控制-不同级别医院差距大

《2019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超声医学分册》



超声质量控制

XX医院给产妇检查时，称胎儿超声

心动图大致正常。三个多月后，该产

妇诞下一患病女婴，此后女婴因全心

功能衰竭死亡。市二中院终审认定医

院有过错，使产妇丧失了选择生育健

康婴儿的权利，需赔偿21万余元。



超声质量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2016年9月25日发布《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目的是为了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保障医疗安全，该办法自2016年11月
1日起施行。



超声质量控制

在《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47条（1）中指出在现有医疗技术水平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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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医疗质量

医生
诊断
治疗

患者



超声质量控制

01 临床开单预约登记 02 超声检查 03 超声报告 04 留观随访

超声质量控制：是对患者从挂号预约到实施检查、出报告、病例分析、结果可

靠性、住院治疗、会诊、办理出院等全过程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和控制的综合。



超声质量控制

超声医
疗质量

医疗指
标

规章制
度

病例书
写质量

培训与
考核

医患沟
通及知
情

医疗安
全

医疗风
险监控

广义

病人满意度

技术
质量

危险
管理

经济
效益

超声医疗质量



超声质量控制

质控做什么

过程
质量

结构
质量

结果
质量

规范化 标准化 同质化



超声质量控制

超声医疗改进工作目标

1 2 3 4

提高报告准确性，
减少误漏诊，保
障安全

提高报告留存率、
随访率，形成质
量评价与反馈

常规、新技术规
范化应用

报告可信度及满
意度



超声质量控制 ⚫ 组织体系

⚫ 诊疗规范体系

⚫ 质控指标体系

⚫ 质控标准体系

⚫ 监测、预警、评估体系

⚫ 信息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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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体系

第一章

国 家 质 控 中 心

省 级 质 控 中 心

质 控 小 组



国家超声医学质控中

心

专家组

基线调研

六大体系

组织体系

诊疗规范体系

质控指标体系

质控标准体系

监测、预警、评估

体系

信息化体系

工作区 省质控中心 地市级质控中心

地区三级医院

县市二级医院

办公室

组织体系-国家超声医学质控中心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

北京协和医院



组织体系-四级架构关系

国家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国家是主导
地方是主力
医院是主体



组织体系-省级、地市级质控中心

医疗机构

影响力 医院级别 质控工作

组织构成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专职秘书

顾问

1名

3-5名

若干

1名

按需



组织体系-质控小组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组织体系-质控小组

超声科室质量控制流程

患者接受超声检
查并存图

疑难病例请上级
医师会诊

书写诊断报告 随访病理结果或其
他影像结果

录入科室随访
数据库

统计漏诊、误诊
病例

疑难典型病例读
片分析

对相关人员教育
及培训



诊疗规范体系

第二章

诊 断 指 南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指南

 国家质控中心制定具有公信力和权威

性的检查指南与专家共识

 由质控专家委员会各亚专业组起草、

定稿公示

 作为质量控制检查的唯一参考资料

例：《腹部规范化检查标准及规范》
《乳腺癌诊断标准》
《肝纤维化分期诊断参考标准》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单病种质控指标
特异

性

代表

性

普遍

性

可操

作性

⚫ 单病种质量控制是国际公认的有效提高医疔质量的工具之一。运用精细化管理

和信息化平台，实现单病种质量控制，对于提高医疗服务监管水平，保障病人

安全有重大意义。

⚫ 单病种质控指标不受政策、区域、医院级别影响，客观、准确地反映质控水平。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操作 存图 报告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报

告
内

容
病人信息 准确完整

图片 描述相符

描述

统一

准确

测量

单位

位置

签名 产检异常双签

检查日期 精确到分

报告修改 上级医生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诊疗规范体系-诊断指南



质控指标体系

第三章

结 构 化 指 标

过 程 指 标

结 果 指 标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0201
超声医师日均承担工
作量

超声仪器质检率

一、结构化指标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0403

二、过程指标

住院超声检查48h内完成率 超声危急值通报率



质控指标体系

1、外伤见腹腔积液，疑似肝脏、脾、肾等内脏器官破裂出血的危重症患者

2、急性胆囊炎考虑胆囊化脓并急性穿孔

3、睾丸急性扭转

4、怀疑宫外孕破裂并腹腔内出血

5、晚期妊娠出现羊水过少并胎儿心率过快（＞160次/min）或过慢（＜110次/min）

6、子宫破裂

7、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并活动性出血

8、首次发现心功能减退（LVEF＜35%）

9、心包积液合并心包填塞

10、主动脉瘤破裂

11、主动脉夹层动脉瘤

12、心脏破裂

13、心脏游离血栓

14、急性上下肢动脉栓塞

15、瓣膜换瓣后卡瓣

危急值（2021版）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0605

三、结果指标

超声报告书写合格率 乳腺占位性病变超声BI-
RADS分类率

0807
超声报告阳性率 胎儿重大致死性畸形在超声

筛查中的检出率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胎儿重大致死性畸形：

1、无脑儿

2、严重脑膨出

3、严重开放性脊柱裂

4、严重胸腹壁缺损，内脏外放

5、单腔心

6、致死性软骨发育不全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1009

三、结果指标

超声诊断符合率 乳腺癌超声诊断准确性

11
颈动脉狭窄（≥50%）超声诊
断符合率

12
超声介入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质控指标体系
超声医学专业质量管理控制指标：“结构-过程-结果”

超声介入相关并发症：

1、出血

2、感染

3、邻近脏器损伤

4、神经损伤

5、针道种植

超声介入：

1、穿刺活检

2、抽吸

3、引流

4、插管

5、注药治疗

6、消融



质控标准体系

第四章

结 构 质 量 管 理 核 心 制 度

过 程 质 量 管 理 核 心 制 度

结 果 质 量 管 理 核 心 制 度



质控标准

质控
标准

医疗质量
核心管理
制度

人员资质
准入标准

医疗文书
标准

报告书写

存图标准

质控现场
督查考核
标准

规章制度：医疗质量核心管理制度。
培训与考核：人员资质准入标准。
医患沟通及知情告知：医疗文书标准。
病历书写质量：报告标准、存图标准。
医疗指标：质控现场督查考核标准。



质控标准

首诊负责制度

三级查房制度

会诊制度

分级护理制度

值班和交接班制度

疑难病例讨论制度

急危重患者抢救制度

术前讨论制度

死亡病例讨论制度

查对制度

手术安全核查制度

手术分级管理制度

新技术和新项目准入制度

危急值报告制度

病历管理制度

抗菌药物分级管理制度

临床用血审核制度

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专业人员准入制度

首诊负责制度

查对制度

会诊制度

报告管理制度

危急值报告制度

随访制度

疑难病例讨论、读图制度

抢救应急制度

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新技术准入制度

卫生与消毒制度

业务质控学习培训制度

质量检查管理制度（院科两级）

不良事件与差错事故处理制度

《超声科质量安全核心管理制度》《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



质控标准

专业人员准入制度

新技术准入制度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结构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首诊负责制度

查对制度

会诊制度

危急值报告制度

抢救应急制度

报告管理制度（审核与修改）

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不良事件与差错事故处理制度

业务质控学习培训制度

卫生与消毒制度

首查会危抢、报审值交班、差错学习消

过程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随访制度

疑难病例讨论读图制度

报告评价与资料管理制度

质量检查管理制度（院科两级）

结果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人新仪 随疑报检

载自：中华医学超声杂志2020年7月第17卷第7期



结构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制度 检查项目 检查频率 记录

专业人员准入制度 资格证、执业证 每年 拍照存档

新技术准入制度 应急方案、临床效果 实时监测
应急预案，
不良事件登记表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仪器功能是否正常 每天功能检查
设备台账、维修记录、
维护记录



过程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制度 检查项目 检查频率 记录

首诊负责制度 制度 每月 /

查对制度 制度 每月 /

会诊制度 制度、会诊记录 每月 会诊记录表

危急值报告制度 制度、危急值上报数量 每月 危急值报告登记表

抢救应急制度
制度、抢救记录、药品
及器械检查

抢救记录每月，药品
及器械检查每周

抢救记录表、药物清点表，
器械检查表

报告管理制度（审核与修改） 制度、报告抽查 10份每人每月 报告检查表

值班与交接班制度 记录 每月 交接班记录表

不良事件与差错事故处理制度 制度，记录 每月
不良事件与差错事故处理记
录表

业务质控学习培训制度 制度，会议记录、台账 每月 会议记录、台账

卫生与消毒制度 仪器及诊室 每天 仪器及诊室打扫、消毒记录



危急值

复检

会诊

通知

门诊

住院

检查结果

及时

记录

跟踪

危急值报告制度

及时，记录，跟踪

过程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结果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制度 检查项目 检查频率 记录

随访制度 制度、随访记录表 每月 随访登记

疑难病例讨论读图制度 制度，会议记录 每月 会议记录台账

报告评价与资料管理制度 制度、评价表、系统
记录、报告反馈会议

每月 报告评价表、会议记录

质量检查管理制度（院科两级） 质控相关制度
科内每月、
院级每季度

质控制度文件、会议纪要、
台账



结果-随访制度

住院手术
病例筛选
结果比较
记录结果
误诊漏诊

月度
诊断符合率
随访记录表
误漏诊总结

筛数据，相比较，记结果，找差距

P
Plan
计划D

Do
执行 C

Check
检查A

Action
处理

结果质量管理核心制度



超声科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超声科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一、超声科质量控制流程 九、应急预案

二、查对制度 十、不良事件上报流程

三、超声科会诊制度 十一、差错事故的处理

四、超声报告管理制度 十二、质量控制评价制度

五、危急值报告制度 十三、诊室、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

六、疑难及误诊病理讨论制度 十四、抢救药品规范化管理

七、病例随访制度 十五、无菌药品管理

八、质量控制培训制度 十六、质量控制指标的统计及定期反馈



制度流程文件



监测、预警、评估体系

第五章

检 查 方 法 及 内 容

报 告 评 价

满 意 度 调 查

病 例 讨 论



自查与抽查

查什么？
人员资质 制度规范 报告质控

医疗安全

应急能力

质控指标检查场所 仪器设备

怎么查？ 查文件 查台账 随机抽 查流程 查记录 查系统

怎么改？ 明确问题
建立质量
管理体系

制定质控
工作制度

制定合理
工作计划

利用现代化
的管理手段

完善制度、持续改进



超声报告质量评估

报告
质量

抽查
数量

一般
项目

图像
质量

图文
关联

评价、改进

结果纳入对科室服务质量
及医师技术能力评价内容



满意度调查

内部

临床

患
者



讨论会议

疑难病例 危重症处理 不良事件



反馈会议

图像质量

报告质量

临床意见



质控人员能力
医疗机构应当熟练运用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开展医疗质量管理与自我评价，根据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者质控组织发布的质控指标和标准完善本机构医

疗质量管理相关指标体系，及时收集相关信息，形成本机构医疗质量基础数据。 载自：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第四章 第二十六条

质量环

（PDCA循环）

品管圈

（QCC）

单病种

管理

临床路径

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

（TQC）

疾病诊断相关组

（DRGs）

绩效评价



信息化体系

第六章

PA C S 的 质 量 控 制

5 G 技 术 的 远 程 质 控

可 视 化 质 量 反 馈 面 板

人 工 智 能



信息化体系



信息化体系

危急值警报提醒



信息化体系

1、疑难病例讨论会

2、诊断符合率分析

1、远程超声指导

2、远程超声培训



信息化体系

跨科室跨院区跨地域

医联体、医共体、协作体

AI

云计算
5G

多中心研究

分院教学

远程指导

线上会诊

建立标准

下发协议

监测评估

统计分析

含远程质控功能的超声设备

AI

云计算
5G

超声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



信息化体系



信息化体系



信息化体系



信息化体系



信息化体系

iWorks Smart智能检查模式

TS00
1 

TS00
2

CS005

Smart 
FLC

Smart 
Planes 
CNS

Smart

OB

Smart 

V

Smart 
Face

Smart 
Planes 

FH



信息化体系



超声医学质量管理体系逻辑屋

医疗质量管理是医疗管理的核心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是医疗质量管理的责任主体
全面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持续改进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行政层级：国家/省/市/县区/哨点医院 医疗机构层级:院/科两级

存图、测量、报告规范 亚专业、单病种 诊疗流程、新技术

结构质量管理制度 过程质量管理制度 结果质量管理制度

监测 预警 评估

核心
思想

结构指标 过程指标 结果指标

指标
体系

组织
体系

标准
体系

诊疗
体系

监控
体系

医
疗
质
量
管
理
工
具

医
疗
质
量
管
理
文
化

信息
体系



质善服务项目课程

质善至美 瑞影相随

➢ 超声医学质量控制体系

《超声医学质量控制体系导论》

《超声医学质量控制法规解读》

➢ 超声医学质量控制实务
《超声质控五大体系解读》

《超声质控八大指标解读》

《超声质控信息化平台建设》

《超声诊断设备质量控制》

➢ 质量管理工具与持续改进
《超声医学质量控制工具QCC》

《质量管理与数据决策方法论》

《精益管理之超声科6S》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