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医疗机构日间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规范日

间医疗服务行为，提升日间医疗科学管理水平，保障日间医

疗质量与安全，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日间医疗，是指医疗机构在保障医疗

质量安全前提下，为患者提供 24 小时内完成住院全流程诊

疗服务的医疗服务模式。

第三条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日间医疗应当遵守本

规定。

第二章 组织与运行管理

第四条 日间医疗作为医疗机构住院服务的组成部分，医

疗机构应当按照院、科两级责任制加强日间医疗服务质量管

理。

第五条 开展日间医疗的二级以上的医院、妇幼保健院以

及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应当在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下设日间

医疗质量管理的专门组织，由医疗管理、质量控制、护理、

医保、医院感染、病案、信息等相关管理人员和具有高级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临床专业人员组成。由医疗管理或质量控

制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按照国家医疗质量管理的有关要求，制定本机构日

间医疗服务相关工作制度，包括患者评估制度、随访制度、

医务人员培训制度、消毒隔离制度等。

（二）建立本机构日间医疗患者、病种、技术的遴选机制

和医务人员的审核授权管理机制，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开展本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监测、预警、分析、

反馈，以及评估、考核工作，定期发布本机构日间医疗质量

相关信息。

（四）制定本机构日间医疗质量持续改进计划、方案并组

织实施。

第六条 开展日间医疗的各临床科室质量管理小组负责

本科室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执行本机构日间医疗相关规章制度和本科室日间医

疗质量管理制度。

（二）将日间医疗质量管理纳入本科室的医疗质量管理与

控制年度工作方案。

（三）定期对本科室日间医疗质量进行分析和评估，对日

间医疗质量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措施并组织落实。

（四）定期组织对本科室医务人员进行日间医疗相关制度、

机制、流程及诊疗常规等内容的培训。

（五）按照有关要求报送本科室日间医疗质量管理相关信

息。



第七条 开展日间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配备满足日间医

疗所需要的医疗资源，包括相对固定的日间手术室、麻醉复

苏室、医疗床位、设备设施及医务人员等，保障日间医疗高

效开展。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明确日间医疗患者在住院前、住院

期间、出院后等各个环节的诊疗内容，在住院前完成患者遴

选、诊疗方案制定、预约与院前宣教等；住院期间完成手术

/治疗前再评估、手术/治疗措施实施、出院前评估与宣教等；

出院后及时对患者进行随访，并为患者提供预约复诊途径。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调动医务人员开展日间医疗的积

极性，将科室和医务人员日间医疗质量管理情况作为医师定

期考核、晋升等工作的依据。

第三章 质量控制

第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本机构日间医疗病种和技术

管理。遵循科学、安全、规范的原则，制定本机构日间医疗

病种及技术目录并实行动态管理。

各临床科室的日间医疗病种及技术目录应当经日间医疗

质量管理的专门组织审议通过；属于本机构新技术、新项目

的日间医疗技术还应当经过本机构相关技术管理委员会和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国家限制类技术不得纳入日间医

疗技术目录。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本机构日间医疗科室和医

师审核授权管理。根据科室和医师的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安

全情况，结合科室申请，对科室和医师开展日间医疗的内容

进行审核、授权，将医师授权情况纳入医师技术档案，并进

行动态管理。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患者管理。综合评

估患者的一般状况、基础疾病、医疗风险等情况，明确患者

是否适宜接受日间医疗。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患者评估管理。在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出院前等关键节点均进行评估，并根

据患者病情变化和所接受的医疗服务调整评估内容。对接受

有创诊疗和麻醉诊疗的患者，应当及时评估麻醉风险、手术

/治疗风险、麻醉恢复情况、疼痛评分等。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患者随访管理，根

据不同病种特点及诊疗规律，明确随访时间、频次、内容和

形式等，安排专门的医务人员进行随访并准确记录，为有需

要的患者提供出院后连续、安全的延伸性医疗服务；随访记

录应当纳入患者病案或单独建册保存；日间手术患者应当在

出院后 24 小时内完成首次随访。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病历质量管理，保障日

间医疗病历内容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



日间病历应当包括住院病案首页、24 小时内入出院记录、

术前讨论结论、手术/治疗记录、手术安全核查记录、手术

清点记录、各类知情同意书、医嘱单、辅助检查检验报告单、

体温单、护理记录单以及入院前完成的与本次诊疗相关的医

疗文书资料等。

24 小时内入出院记录内容中应当包括患者主诉、入院情

况、入院前检查检验结果、治疗前评估、诊疗经过、治疗后

评估、出院前评估、出院医嘱等内容。凡在手术/治疗前已

完成的医疗行为应当在手术/治疗前完成相关文书书写或填

写。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遵循患者知情同意

原则，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和隐私权，保护患者隐私。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

质控组织有关要求，积极开展日间医疗质量监测评估工作，

促进日间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一）医疗机构应当对日间医疗质量管理相关制度、机制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质控组织

发布的日间医疗质控指标建立、完善本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管

理相关指标体系。

（三）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反

馈；运用医疗质量管理工具和信息化手段开展日间医疗质量



管理，对日间医疗质量安全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和预警，对存

在问题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并评估干预效果。

（四）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

管理，建立收集、分析日间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发生

情况的机制，明确日间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范围、等

级划分、事件分类、报告原则、上报方式及流程、处理流程

等，根据事件类型、发生地点、发生时间等开展针对性改进

工作，在提高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率的同时，降

低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发生率。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日间医疗应急预案，完善日

间医疗会诊、转诊机制，明确日间医疗抢救资源配置与紧急

调配的机制，确保各日间医疗单元抢救设备和药品随时可用，

加强应急演练，保障日间医疗应急预案可顺利执行。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信息安全管理，加

强日间医疗相关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做好医疗数据安全存储

和容灾备份，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健康医疗数据保密规定，

保障信息安全。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信息公开管理。日

间医疗病种及技术目录、医师信息等应当纳入本机构院务公

开范围，定期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日间医疗培训管理，定期

开展日间医疗工作的制度、流程及技能培训；根据本机构日



间医疗实际工作情况，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人员培训计划及

培训内容。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医疗机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情况的监督管理。医疗机构应当

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碍监督检查或者隐瞒有关情况。

第二十三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组织或者委托专业机构，运用信息化手段对本行政区域内日

间医疗质量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定期在行业内发布评估结果，

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将日间医疗质

量管理情况和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医疗机构评审等工作，并采

取适当形式对提供优质日间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

员予以表扬和鼓励，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和做法。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