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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与关注
。

科学的制定一套比较系统的适用于全国范围

内的医疗服务目录和价格体系
,

需要依靠医疗管理人员
,

医

学和经济学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
。

因此 由各相关专业的专

家组建一个机构
,

对医疗服务的项目
,

名称
,

价格进行及时的

编制
,

修改
,

添加
,

删除和编辑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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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医疗保险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按医疗服务项 目
,

技术难度
,

风险程度和操作持续的时间等因素综合计算付

费
。

为在国家范围内的医师
,

病人和付费方三者之间提供一

种清楚的
,

统一的和可信赖的费用计算方式
,

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不必要的费用纠纷
。

《全国 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规范》

(试行 )本是在各省
,

市现行医疗服务项 目及价格的基础上研

究制定
,

并首次编辑
。

为科学的卫生经济管理迈出了可喜的

第一步
。

今后在不断实践中
,

一定会逐步完善
,

争取尽快制

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收费标准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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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规范医疗服务的同时
,

对影响我国医疗服务的另一

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

目前我国医疗用材的品牌
,

种类繁多
,

价格浮动范围大
,

是造成医疗服务收费混乱
,

价格昂贵
, “

费

用纠纷
”

的另一主要原因
,

希望在深化医疗改革过程中加大

这方面的管理
,

降低医疗用材费用
。

总之
,

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名称
,

提供标准的
,

统一的服务

名称对实现科学的
,

现代化的卫生经济管理方法和完善医疗

收费机制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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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科研论证 提高课题质量

张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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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提高科研课题 的质量与水平
,

我院 自 1987 年至

2以 ) 1年
,

重点抓 了科研立题 的论证工作
。

取得了 可喜的成

果
,

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锦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 19 87 一 2X() 1年科

技档案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科室 (教研室 )级论证 (一级论证 )

我们首先抓了 申报者所在科室或教研室的论证
,

即一级

论证
、

论证会由科主任或教研室主任主持
。

全体医生和护

士参加
,

由申报者做课题报告
。

与会者根据 申报者的报告
,

提出建议
、

意见或补充
。

一级论证的目的
:
( )l 使 申报者的科

研方向必须沿着科室科研的主攻方向进行 ; ( 2) 充分发挥学

科带头人的作用及全体医生智囊团的作用 ;
(3) 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
,

使申报的课题在本专业中无懈可击
,

并占据较高的

学术阵地或学术前沿
,

使申报的课题在科室内
、

在本专业 内

得到完善
。

2
.

2 医院组织的科研论证 (二级论证 )

在科室或教研室论证后
,

医 院再系统地组织一次论证
,

即二级论证
。

这次论证会由医院的科研处长主持
,

参加者有

作为评委的医院学术委员
,

全体申报者及志愿参加的广大医

护人员
,

事先印好论证会的通知及参加论证的课题名单
,

提

前发到科室及每位学术委员手中
。

使大家对课题的来源
、

课

题的内容
,

申报的经费等项 目有个基本了解
,

便于在会上做

好充分发言
。

并制定了评分标准
。

我们将每一项课题按 100

分计算
,

根据 7 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分解
。

即 ( )l 题 目
:
5 分

。

(2) 科学水平及意义
:
25 分

。

(3) 研究内容
: 巧 分

。

(4 )技术路

线
: 巧 分

。

(5) 项目基础
: 巧 分

。

(6)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巧

分
。

(7 )经费
:
10 分

。

对每一项内容都有明确的要求
。

题 目
:

必须精练
、

明 了
,

有画龙点睛之功
,

字数必须在 26 个以 下
。

科学意义及水平必须论清科学意义和社会应用前景
、

国内外

研究的概况及本项研究的水平和发展趋势
、

学术特色
、

立论

的根据及创新之处
。

研究的内容
:
( )l 项目的具体研究内容

和重点解决的科学技术 问题
。

( 2 ) 预期达到的各项技术指

标
。

( 3) 预期成果提供的形式及实施方式
。

技术路线
:

( )l 方

案的可行性论证
。

( 2) 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

( 3) 研

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4) 总体安排和进度
。

项 目的基础
:

( )l

前期研究工作的状况
。

( 2) 现有的仪器设备和资料文献
。

( 3) 横向经费的来源
。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

( )l 本项研究社

会效益的体现
。

( 2 )经济效益如何
。

( 3) 能否实现产业化
。

经费
:
( )l 申请的数额是否合理

。

(2) 各项支出是否科学
。

学

术委员根据论证后每个项目的水平予 以赋分
,

然后根据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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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低决定取舍
。

二次论证的目的
:

( )l 对申报的课题进行

多学科的帮助或咨询
。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的发展
,

科学进步

的推动
,

医学科学的分科越来越细
,

并出现 了大量的边缘学

科及分支学科
。

但各个学科间的相互融合渗透更不能忽视
。

科研立题也应该遵循学科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

为了使课题

更加完善
,

更加充实
,

更加科学
,

也应该进行多层次
、

多方位
、

多渠道
、

多学科的立体包装
。

参加论证会的学术委员来自不

同的各个学科
。

他们大多数是博士
、

硕士毕业生
,

或是硕士

生导师
,

或是留学归国人员
,

或是知名的专家学者
。

有深厚

的理论功底
,

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

他们根据申报者报告

后对课题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之处
,

从本学科的学术高度
,

对

申报的课题予以科学的肯定
、

中肯的批评
,

积极的建议
、

诚挚

的帮助
,

使申报的课题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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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学院组织的科研论证 (三级论证 )

医学院组织的科研论证即为三级论证
。

论证时省教育

厅派员参加
,

或授权医学院科研处组织实施
。

论证会由医学

院科研处长主持
。

参加者有医学院的学术委员
、

申报者及 自

愿到会者
。

三 级论证是在科室论证
、

医院论证后组织实施

的
。

经过两级论证后
,

课题的质量有明显提高
。

第三级论证

也是由课题主持人做课题报告
。

发言 5 分钟
,

学术委员提问

5 分钟
。

这次论证的显著特点是学术委员由基础学院及 医院

的专家组成
。

这次论证的目的
:
是从宏观上了解国家的科技

方针政策及本年度立题 的指导思想及具体要求
。

从微观上

充分发挥基础医学的优势
,

从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理论方面使

临床的课题的立题找到科学的依据和支持
,

使申报的课题从

理论上更具科学性
,

在实践方面更具可 行性
。

使基础与临

床
,

理论与实践
,

常规与创新更加紧密的结合
,

从而使申报的

课题进一步丰满
,

更加完善
。

3 讨论

3
.

1
.

在管理上保证了课题的质量

通过三级科研论证
,

调动了三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

充

分发挥了学科带头人
,

医院学术委员
,

医学院学术委员的职

能作用和积极性
。

形成了人人关注
,

逐级把关
,

逐项落实
,

层

层筛选的环形管理模式
,

使课题质量在组织上
、

在管理上得

到了保证
。

3
.

2 调动 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通过三级论证
,

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在论证

实践中使他们认清了 自身的价值
,

认清了自己 的能力 和水

平
,

坚定了信心
。

增强 了科技理论水平
,

学到了科研的方法
,

提高了科研能力
。

3
.

3 论证会是一堂生动的综合性学术研讨会

三级论证会
,

不仅是科研立题论证会
,

又是一堂生动的
,

学术价值
、

学术水平较高的多学科综合性学术研讨会
。

既解

决了实际问题
,

又提高 了理论水平
。

既解决了眼前的问题
,

又为医院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3
.

4 三级论证是有效的科研管理方法

实行三级论证
,

使我们尝到了甜头
,

促进了我院科研课

题数量的增加
。

促进了科研水平的提高
,

促进了医院科技的

发展
。

在科研立题中实施三级论证
,

是保证科研质量
,

提高

科研水平有效的工作方法
,

也是有效的科技管理方法
,

应该

坚持
,

建议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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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高级研讨班在京举办

卫生部医政司主办
、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承办
、

华瑞制药

有限公司协办的全国医 院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高级研讨班

于 2X() 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
。

来自全国 24 个省

市自治区以及军队的 94 位医 院院长
、

卫生局 医政处负责同

志和医院管理工作者参加了研讨班
。

中华医 院管理学会曹

荣桂会长
、

潘学田副会长
、

董炳现顾问
,

卫生部医政司医疗服

务管理处张宗久处长
、

赵明刚副处长
,

中华医 院管理学会江

耘副秘书长
、

陈同鉴副秘书长
、

张 宝库副秘书长参加了研讨
。

卫生部医政司王羽副司长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

中华医院

管理学会副会长
、

解放军总医院朱士俊院长
,

中国 医学科学

院原院长巴德年院士
,

北京同仁医院韩德民院长
,

中华医院

管理学会门诊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茂辉教授
,

中华医

院管理学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

北京协和医 院病

案室刘爱民主任应邀分别就我国医院质量管理发展现状及

展望
、

人类基因组对医学的影响
、

国外医疗质量管理的发展

趋势
、

医院门急诊医疗质量管理
、

病案管理与医疗质量做了

专题讲座
,

华西医科大学杨天桂教授
、

江苏省医院管理学会

质量管理委员会孟智玲主任委员
、

大庆油田总医院刘湘彬院

长
、

北京天坛医院原院长马富春教授
、

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质控科李红霞科长分别就临床路径与质量管理
、

现代

化医院与质量管理
、

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强化医 院质量管理
、

医疗质量控制与费用控制
、

医院加强质量管理等课题进行了

研讨与交流
。

研讨班期间
,

大家听取了中华医院管理学会陈同鉴副秘

书长关于医院评审方案修订工作的汇 报
,

参加研讨班的同志

还就如何通过医院评审提高医疗质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

中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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