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医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保障医疗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门诊（不含

急诊、发热门诊、肠道门诊、互联网门诊）质量管理。

第三条 门诊指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根据患者有

效挂号凭证提供疾病咨询、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

等医疗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依法执业，在本机构执业范

围内提供相关门诊服务。

第五条 门诊质量管理是指按照门诊质量形成的规律

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对门诊服

务要素、过程和结果进行管理与控制，以实现门诊质量持续

改进的过程。

第六条 门诊质量管理是医疗机构质量管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当将门诊质量管理纳入医疗

质量管理委员会工作体系，明确负责门诊日常管理工作的部

门，建立门诊质量管理制度，按照院、科两级责任制不断完



善门诊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定期收集、分析、

反馈门诊质量数据，推动门诊质量持续改进。

第七条 门诊质量管理制度是指由医疗机构根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制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

门诊诊疗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的制度。主要包括医务人员出

诊管理制度、号源管理制度、预检分诊制度、门诊医疗文书

管理制度、多学科（MDT）门诊制度、特需门诊制度、门诊

转诊制度、门诊手术管理制度、以及门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制度等。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医务人员出诊管理，依照门

诊患者病种分类和特点，合理安排各专业不同年资医师出诊；

并针对地域、季节特点，结合号源使用情况，动态调整出诊

单元数以及单元接诊人次，合理配置门诊人力资源。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实施患者实名就医。在注册、挂

号、诊疗等各环节实行患者唯一身份标识管理。

第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就诊量变化动态调整各挂

号途径号源投放量，加强退号与爽约管理，建立退号候补机

制，提升号源使用效率。加强预约挂号管理，提供网络、自

助机、诊间、人工窗口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提

高患者到院 30 分钟内就诊率，引导患者有序就诊，减少院

内等候时间，减少人员聚集。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落实门诊首诊负责制度，

在本次就诊过程结束前或由其他医师接诊前，首诊医师应当

对患者的检查、诊断、治疗、抢救和转科等负责。

第十三条 门诊诊疗过程和处置措施应当遵循诊疗规

范、临床指南等，诊断、预防和治疗措施应当遵循安全、规

范、有效、经济的原则。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多学科（MDT）门诊，

MDT 门诊由相对固定的专家团队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出诊。

MDT 门诊诊疗记录内容应当包括就诊时间、就诊科别、参加

人员姓名及专业技术职务、主诉、现病史、既往史、体格检

查、辅助检验检查结果、MDT 门诊团队综合诊治意见和参加

讨论的全体医师签名等。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疑难病例管理，建立

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制度，提供门诊疑难病例会诊服务，保障

患者得到及时诊治。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明确挂号有效时间，建立患者

因检验、检查结果回报继续就诊的保障机制，合理安排患者

复诊的次序。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提高医技科室工作效率，缩短

检验、内镜、超声、CT、核磁等检查的预约等候时间，鼓励

提供门诊检查集中预约、自助预约、诊间预约等多种形式的

预约服务，有条件的可以提供一站式检查预约服务。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依照相关规范在规定时限内

出具检验和检查报告，并对门诊各项检查检验报告出具时间

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逐步缩减报告出具时间。医

疗机构应当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提高医疗资源利用

效率，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临床危急值管理，制

定门诊危急值报告及处理流程，及时、准确报告并通知患者

及时就诊，保障患者医疗安全。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门诊手术和有创诊疗的

目录，认真执行有关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严格把握适应

证，根据患者病情、手术级别、麻醉方式等，制定具体的术

前讨论、手术安全核查、手术部位标识等制度及流程，确保

门诊有创诊疗和手术的安全。门诊手术记录内容应当包括手

术时间、手术名称、手术级别、术前诊断、术后诊断、手术

者及助手姓名、麻醉方式、手术经过、标本去向等。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药事服务能力，落实门

诊处方审核及点评制度，为患者提供门诊药物咨询及用药指

导服务。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静脉输液治疗管

理，严格把握门诊静脉输液治疗指征，控制门诊静脉输液治

疗使用率，严密监测并及时处理门诊静脉输液治疗的不良反

应。



第二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病历等医疗文书

管理，将门诊病历与患者唯一身份标识关联，开展门诊病历

点评及质量控制工作，保障门诊病历内容客观、真实、准确、

及时、完整、规范。门诊诊断应当区分主要诊断及其他诊断。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推动门诊电子病历使用。使

用门诊电子病历的，应当采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的疾病

诊断、手术操作编码库，按照《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

行）》有关规定建立、记录、修改、使用、保存和管理门诊

电子病历信息，确保患者诊疗信息完整、连续并可追溯。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传染病预检、分诊、

消毒、隔离以及职业防护工作，落实手卫生、环境清洁消毒

等标准预防措施。内镜中心（室）、血液透析中心（室）、

门诊手术室、口腔科等医院感染高风险部门应当制定并落实

医疗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制度。

第二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就医秩序管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适当的安全保卫力量，保障患者和出诊

医务人员的安全。同时，提高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报

告率，减少和避免诊疗过程中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意外伤害。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突发事件管理，建

立应急预案，按标准配备抢救设备和药品，定期组织培训、

演练，加强巡视，及时、妥善处理门诊突发事件。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依据《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

开管理办法》的规定，坚持合法合规、真实准确、便民实用、

及时主动的原则，公开门诊医疗服务项目、流程、常用药品

和主要医用耗材的价格等相关信息；加强网站、小程序、公

众号等维护，确保发布信息及时准确。

第二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在门诊开展文字、音频、视

频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开展专门健

康宣教课程，传递科学、准确、实用的医疗健康信息。

第三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营造安全、舒适、温馨、清洁

的就诊环境。门诊布局科学、合理，设施、设备安全，建设

无障碍设施，就诊标识清晰、警示醒目。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或智能引导设备数量，并为行

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就医辅助服务。鼓励医疗机构在门诊提供

社工以及志愿者服务。

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满意度调查、分析、反

馈、改进机制，定期开展门诊患者满意度调查，改善患者就

医体验。

第三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门诊投诉管理，公开投

诉和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做好投诉的接待、分析、反馈和持

续改进。



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肠道门诊、互联网门

诊的管理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出诊单元是指医务人员一次

出诊时所在的半个工作日。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6 月 6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