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浙江省医院品管大赛”获奖名单

（同一奖项排名不分先后）

进阶组

金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构建效率医疗为目标导向的独立日间化疗管理模

式

绍兴市人民医院 构建骨科创伤类植入物 SPD 管理模式

绍兴市人民医院 基于 QFD 肿瘤早筛早诊体系的构建

浙江省台州医院 构建资产共享平台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银奖

浙江省肿瘤医院 构建全信息化放疗流程，提高管理效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儿童肝移植术后腹内压管理方案的构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提高严重创伤患者紧急输血目标时间达成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三位一体的医院药学绩效体系构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构建前列腺癌根治术日间手术患者全程康复管理

模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门诊患者就医体验，构建无感就医服务新模

式

树兰（杭州）医院 基于 HFMEA 改善住院患者跌倒防范管理体系

嘉兴市第二医院 基于 QFD 模式构建医院合理用药全链管理体系

铜奖

浙江医院
信息化助力多学科联动在缩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溶栓时间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基于心脏快速康复理念的房颤导管消融全周期管

理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 QFD 构建住院新生儿母乳信息化管理及预警

系统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静脉输液使用率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构建医疗创新与转化模式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区全流程信息化创伤救治管理模式的设计开发

与实施

嘉兴市第一医院 精准控压止血技术在桡动脉微创术后的应用实践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 QFD 创新型品管圈建立“‘码’上反馈”闭

环流程，提高门诊患者就医体验

金华市中心医院 数智赋能，降低医保基金使用不规范率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5G信息平台下医联体联动缩短跨院区 DNT、DTB

时间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 PRO 的胃肠道患者术后症状管理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丽水市人民医院
基于“救在丽水”云平台，构建严重创伤患者救

治体系

佳作奖

浙江医院 提高中高危 VTE 风险患者踝泵运动的依从性

浙江省人民医院 基于信息决策系统提高 ICU 约束规范率

浙江省肿瘤医院
应用医疗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HFMEA)提高肿瘤

内科临床试验静脉用药护理安全管理效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儿童家庭肠内营养最佳证据应用

浙江省中医院 基于 SWOT 分析的科室感控小组体系建设实践

浙江省中医院
计算机视觉联合远程监控实时提醒提高发热门诊

工作人员防护用品摘脱的正确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提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精细化分级管理能力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 2期以上院内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降低新生儿外周静脉留置针非计划性拔管率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智慧病房健康教育模式在基层医院的构建和应用

杭州市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病区夏季用电能耗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一例院内抗凝引起脑出血事件的 RCA 分析

宁波市第二医院
提高维持性腹膜透析（PD）患者血甲状旁腺技师

（PTH）水平达标率



宁波市第二医院
搭建智慧病房提升住院高血糖患者血糖全程管理

服务改善专案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疫情下血液恶性肿瘤患者造血干细胞动员模式探

索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PPO 闭环管理模式下提高住院患者吸入剂使用正

确率

温州市人民医院 基于驱动图的智慧母婴友好病房建设

湖州市中心医院 动静脉内瘘扣眼穿刺技术规范管理体系的构建

湖州市中心医院 智能腔镜器械电气绝缘安全检测仪的研制开发

嘉兴市第一医院 以无纸化为基础的病理标本全流程管理

嘉兴市第二医院
基于 HFMEA 构建 5G+数智医联体急危重症协同救

治体系

舟山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合理率

舟山医院 提高手术器械管理规范符合率

金华市中心医院
多学科联动院内 VTE 预警预控管理体系构建与实

践

江山市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重点抗菌药物联用前标本送检率

丽水市中心医院
提高急诊危重患者2小时内急诊-手术室时长符合

率

十大安全目标专场

金奖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脓毒性休克早期救治系统化模式构建

嘉兴市第二医院 基于 HFMEA 构建脓毒性休克管理体系

银奖

杭州市中医院
栓不住的健康—提高脑卒中患者 VTE 预防措施实

施率

嵊州市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 CVC 及 PICC 血流感染发生率

金华市中心医院
基于多部门协作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

原学送检率

金华市中心医院 多举并进，提高住院患者静脉输液规范使用率



义乌市中心医院 不良事件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于 HACCP 原理构建精神专科医院不良事件管理

模式

铜奖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提高病案首页编码正确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构建全院不良事件创新闭环监管体系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构建多学科协作的疑难肝病（肝癌）医疗新模式

杭州市临平区妇幼保健院 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温州市人民医院
全流程智慧管理降低PICC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

率

温州市中心医院
提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VTE 预防措施落实达

标率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降低阴道分娩产后出血发生率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 缩短急诊 STEMI 患者 D-To-B 平均时间

永康医院 提高病案首页疾病编码正确率

衢州市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联合使用重点抗菌药物前病原学送

检率

衢州市妇幼保健院 降低自然分娩会阴侧切率

佳作奖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医院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率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高级卒中中心”建设下缩短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 DNT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率

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阴道分娩并发症发生率

淳安县中医院 提高围手术期患者 VTE 预防措施的落实率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建立医院安全（不良）事件信息化上报体系



宁海县第一医院 提高住院 VTE 中高风险患者预防措施落实率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 降低阴道分娩产后出血发生率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运用 QCC 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

检率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实施规范化护理干预提高普外科术后卧床患者的

踝泵运动正确执行率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中高危孕产妇 VTE 基础预防措施落实率

乐清市人民医院 提高 VTE 机械预防实施率

德清县人民医院 提高急性脑梗死再灌注治疗率

长兴县人民医院
提高急性脑梗死院内静脉溶栓所需时间（Door to

needle time, DNT）≤38min 的 达标率

嘉兴市中医医院
基于Donabedian模型提高VTE中高危患者集束化

预防措施落实率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缩短急诊脑卒中患者 DNT 时间

海宁市人民医院 多学科协作降低中央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发生率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肛周脓肿患者术中创口分泌物培养送检率

新昌县人民医院
提高静脉血栓栓塞症（VTE）中高危患者预防措施

落实率

舟山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静脉输液使用率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缩短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入急诊室门至急诊 PCI

时间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检率

衢州市第三医院 运用 A3 报告提高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报告率

临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下肢深静脉血栓规范化预防率

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降低血管内导管相关血流感染千日感染率

综合组

金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构建髋膝关节置换肥胖患者呼吸道风险管理模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医院-社区-家庭合作型母婴居家护理服务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构建软式内镜全生命周期智能化管理模式

宁波市第九医院
基于集束化护理模式—— 降低住院患者睡眠障

碍发生率

嘉兴市中医医院 基于 QFD 全流程数智化中药代煎服务体系构建

绍兴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 QFD 创新型品管圈构建学龄儿童青少年肥胖

综合管理模式

金华市中心医院 全生命周期无纸化病案管理系统的构建

东阳市人民医院
基于“专线通道”策略下构建手术中心智能物流

体系

银奖

浙江省人民医院
基于早期风险预警降低气管切开患者肠内营养误

吸发生率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降低肺癌患者围手术期肺康复训练退出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口服药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模式构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构建胃癌患者术后早期精细化饮食管理模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构建医护一体化工作流程下的OHSS高风险患者自

我管理模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基于疗愈环境理念降低住院患者境遇性失眠的发

生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DRG 付费下提高临床主诊断选择正确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依法治“外”多部门联合提高外来器械链式流程

管理的完善率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机械通气患者早期离床活动的实施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基于循证提高哮喘性支气管炎患儿雾化吸入显效

率

树兰（杭州）医院
FMEA 风险评估法在新冠疫情防控流程改进中的应

用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 5G 技术的医院后勤智慧物流体系构建

宁波市第九医院 提高日均手术间的利用率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慈溪

市人民医院）

基于 SAPIM 多学科协作构建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营养管理模式



瑞安市人民医院
基于六西格玛管理方法缩短血培养阳性标本 TAT

时间

湖州市中心医院 糖尿病智慧化血糖管理平台的构建

嘉兴市第一医院
基于 Kano 模型的多跨场景 提升急诊高峰时段预

检分诊效能

绍兴市人民医院 构建人工气道分泌物早期干预智慧管理模式

绍兴市人民医院 构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延续性容量管理模式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降低不可收费耗材在骨科手术中的占比率

绍兴市口腔医院 降低门诊儿童患者口腔黏膜损伤发生率

浙江省台州医院 基于精益理念优化手术物资准备流程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信息化的多维管理融合5P医学与Swanson 关

怀理论在 CINV 全程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丽水市中心医院 提高门诊一医一患一诊合格率

铜奖

浙江医院 信息化助力提高采购效率

浙江省人民医院
基于生态瞬时评估管理模式改善乳腺癌化疗患者

症状群

浙江省肿瘤医院 提高分子检测核酸样本优良率

浙江省肿瘤医院
构建初治卵巢癌患者围术期出院准备服务管理模

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全程管理模式在肺癌根治术患者中的构建与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降低癌痛患者爆发痛的发生率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基于标准化管理提高住院患者中药临方加工制剂

处方比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运用叙事理念提高临终患者主要照顾者对死亡的

应对能力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静”心守护，留住童“针”——运用 PDCA 降低

小儿 PVC 非计划拔管率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基于循证构建住院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预防

与管理方案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胰岛素注射相关皮下脂肪增生发生率



树兰（杭州）医院 提高我院社会面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满意度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东部院

区

基于课题达成型品管圈构建围术期喉癌患者睡眠

治疗管理模式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提高复杂动静脉内瘘穿刺成功率

宁波市第二医院
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在 ICU 机械通气患者院内检

查安全转运的应用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构建食管及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患者 HCH 营养管

理模式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降低临终患者心理应激及负性情绪的发生率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慈溪

市人民医院）
缩短紧急创伤手术患者自接诊至手术室时间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降低乳腺 X线摄影的病灶未检出率

宁波市奉化新桥骨科医院 缩短急诊手外科患者待术时间

宁海县第一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胃管非计划拔管率

宁波市鄞州区第二医院 构建消化内科肠道 ESD 手术患者一体化管理模式

宁波市鄞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应用 FOCUS-PDCA 提高基层医院膝关节 DR 图像优

良率

温州市中心医院 基于 CCRNT 模式构建 ECMO 护理全链式管理方案

瑞安市人民医院
基于最佳证据总结的髋/膝关节置换术患者预康

复模式构建

湖州市中心医院
基于 HFMEA 降低腹部引流管管周潮湿相关性皮肤

损伤的发生率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城市医联体背景下COPD肺康复全程管理方案的构

建与应用

嘉兴市第一医院
基于FMEA提升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监测

预警效能

嘉兴市第一医院
基于虚拟病房建设构建住院患者血糖异常的主动

管理模式

嘉兴市第二医院
基于镜像神经元的“手脑感知与手脑运动”促进

脑功能网络重组 改善卒中后上肢功能的研究

嘉兴市第二医院 基于 HFMEA 优化临床用血关键环节管控

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
创建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医共体急救药械同质化质

量管理模式

海宁市中心医院 DRGs-MDT 质控模式提升医院管理效能



海宁市中心医院 聚焦失能老人，拓展互联网＋居家护理

绍兴市人民医院
基于 QFD 创新型品管圈构建急诊严重创伤患者早

期救治模式

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 基于 ERAS 理论下构建 PCI 术后多元化管理模式

义乌市中心医院 降低医院人均综合能耗值（kgce）

衢州市人民医院 构建四省边际气道急症快速诊治联盟

浙江省台州医院 应用 A3 方法合理控制医院均次住院耗材费用

浙江省台州医院
基于最佳证据总结，降低 ICU 二级以上压力性损

伤的发生率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医联体建设下融合 PEST-SWOT 分析模型的护

联体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ERAS 理念下以护士为主导的拔管模式提高术后早

期尿管拔除率

仙居县人民医院 系统性构建山区县 37℃母乳库

丽水市中心医院 构建经皮颅内动脉取栓手术管理体系

丽水市中心医院
基于循证构建血透中心静脉导管一体化护理管理

方案

丽水市人民医院
基于 PEST-SWOT 模型构建“互联网+护理服务”

体系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精神障碍患者 MRI 扫描成功率

青田县人民医院 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院后随访模式构建与实践

佳作奖

浙江医院
基于 FOCUS-PDCA 降低重症患者 CRRT 非计划下机

率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基于 6σ理论加强外感发热动-定序贯方案临床实

施关键环节管控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AECOPD 患者早期肺康复模式构建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
给药错误 RCA 分析（药品集采背景下的临床用药

安全管理改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童”呼吸，同未来--儿童肺康复的循证实践之

气道廓清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基于检验持续性质量改进降低患者洁牙等候时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提高根管治疗中橡皮障使用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提高 CBCT6*6 高清颞颌关节的拍摄效率

浙江省中医院 精细化管理降低消化内镜维修成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基于业务流程再造加强消化内镜洗消关键环节管

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降低门诊化疗处方缺陷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基于循证证据降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患者谵妄发

生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提高首台手术开台准点率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循证提高危重患者低体温有效复温率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综合性医院失眠患者辨证施护标准化流程模式构

建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基于 PAC 心理弹性理论的护理提高长期住院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幸福感和住院接受度

杭州市中医院 创建以信息化为基础的门诊危急值闭环管理模式

杭州市中医院 应用 HFMEA 规范创伤中心骨科外来器械管理

杭州市肿瘤医院
基于循证降低鼻咽癌放疗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炎

发生率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体液标本规范送检率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提高盆底重建术后疼痛规范管理率

杭州市余杭区第二人民医院 降低尿培养标本留取不合格率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三元联动在规范农村社区老年患者胰岛素注射护

理的应用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 HFMEA 在发热门诊院感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杭州市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医共体内慢阻肺高危人群肺功能检查合格率

杭州市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 缩短常态化核酸检报时长

杭州市临平区妇幼保健院
全流程全周期“数智好孕”建设高质量保障妇幼

健康

临安区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临床生化室内质控的合格率



临安区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脑卒中患者早期肢体功能锻炼遵循率

树兰（杭州）医院 提高肝脏 Gd-EOB-DTPA 增强 MR图像质量优良率

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微生物标本接收流程优化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提高急性心肌梗死 PCI 术后患者早期运动康复依

从性

宁波市第二医院
基于 SMT 理论构建胃癌术后患者序贯营养干预模

式

宁波市第二医院
应用FOCUS-PDCA助力急诊严重创伤患者一体式急

救流程的完善

宁波市康复医院 提高重症患者肺康复的有效率

宁波市眼科医院 基于 5A 理念构筑新三级眼科日间手术管理模型

宁波明州医院 提升门诊患者停车满意度

宁波明州医院 多团队协作降低初产妇剖宫产率

宁波明州医院
基于加速康复理念下的缩短妇科腹腔镜手术后患

者尿管留置时间

宁波明州医院 信息化助力提高血液透析关键指标达标率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慈溪

市人民医院）

日间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呕吐管理模式的构建

应用

慈溪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慈溪

市人民医院）
构建从院内联动社区心脏康复的综合管理模式

慈溪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整合医学提高门诊患者转介率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降低手术器械返洗率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 提高居家护理服务接单例次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降低化疗患者恶心呕吐发生率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基于优质护理服务下的眼科病房无陪护护理模式

构建

宁波市奉化新桥骨科医院 提高基层医院责任护士对患者病情掌握率

宁海县第一医院 基层医院麻醉科药品闭环管理体系的构建

宁海县第一医院 提高肺结节 CT 靶扫描图像优良率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提升医院医用氧气全流程保障水平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

团
自杀倾向患者跳楼警讯事件 RCA 分析

宁波市第六医院 缩短严重创伤失血性休克患者用血等待时间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提高我院基本药物使用率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精细化管理提高医院智慧善老门诊就医服务体验

满意率

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骨科患者功能锻炼规范率

宁波市北仑区第三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雾化吸入的正确率

温州市人民医院 骨折联络服务在脊柱脆性骨折患者管理中的应用

温州市人民医院 智慧化管理降低糖尿病住院患者低血糖发生率

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提高医院后勤人员的院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
基于多学科联动干预下精神科住院患者体重管理

模式构建

永嘉县人民医院 降低基层医院鼻胃管非计划拔管发生率

瑞安市人民医院 多部门联动提高 ST 药物医嘱执行符合率

浙江省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提高疫情期间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浙江省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医护协作降低精神科长期住院患者病耻感

浙江省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结合改良护理版Mini-CEX评估量表来提高精神科

护士床边综合能力的优秀率

平阳县人民医院 降低 CRRT 患者非计划下机发生率

乐清市人民医院 降低隔夜手术器械预处理不合格率

乐清市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早产儿体位管理的不合格率

苍南县人民医院 缩短严重创伤患者抢救室滞留平均时间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循证的胃癌胃切除术后患者早期活动方案的

应用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降低手术患者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发生率



德清县人民医院 降低 ICU 床旁 POCT 血气分析异常结果发生率

德清县人民医院 提高全麻患者术中体温监测规范率

德清县第三人民医院 运用 HFMEA 优化我院冷链药品管理

长兴县人民医院 提高医共体分院综合管理服务能力

长兴县人民医院 提高医共体“两慢病”规范管理率

长兴县人民医院 住院患者误吸防范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医院、湖州市吴兴

区妇幼保健院
降低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信息化链式闭环提升暖箱精细化管理

嘉兴市中医医院
基于“全院一张床”背景下全科护理能力提升管

理模式构建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
通过院前院内协同救治机制提高复苏患者ROSC恢

复率

海宁市人民医院 搭建可靠的院内除颤仪保障体系

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提高医保电子凭证结算率

海宁市中医院 提高特殊手术体位摆放正确率

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联合社区提高基层医院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处置规

范率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提高对门诊用药的安全守护水平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缩短急诊精神科住院患者的滞留时间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降低精神科血标本检验分析前阶段不合格率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降低非重点手术止血耗材的使用率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基于 QDF 提升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检测能力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 基于舒适护理构建静音病房管理模式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 降低血液净化中心低年资护士内瘘失败成功率

绍兴市中心医院医共体总院
基于循证的神经重症患者早期康复模式的构建运

行

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 降低乳腺癌患者术后患肢淋巴水肿的肿胀率



嵊州市中医院 降低输液病人静脉炎发生率

新昌县人民医院 提高医保 DRG 入组正确率

新昌县人民医院 构建老年住院患者预防窒息体系

舟山市中医院 提高护士腧穴定位的准确率

舟山市中医院 提高卧床患者呼吸功能锻炼的规范率

金华市人民医院
基于5A模式下多部门联动构建糖尿病患者饮食管

理体系

金华市第二医院 降低高危压力性损伤患者院内压力性损伤发生率

金华市第五医院 降低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的皮下出血发生率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乳腺癌患者患肢功能锻炼正确率

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降低动静脉内瘘扣眼法穿刺假隧道发生率

兰溪市人民医院 提高精密器械回收清洗管理规范率

东阳市人民医院 运用客户管理理念，打造辅助生殖医疗服务链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快速康复理念提高手术患者健康教育宣教到

位率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 ERAS 理念围术期多元化管理模式构建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新形式下基于微信平台提高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

能力

永康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规范率

义乌市中心医院 降低手术室供应室器械包交接差错率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运用FMEA优化导管护理流程——降低非计划性导

管拔管发生率

衢州市第三医院 提高医疗护理员手卫生依从率

衢州市第三医院 降低住院病人检验标本不合格率

江山市人民医院
构建县级三级医院“乡村化移植”的医共体管理

模式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提高老年服务能力，构建适老化就医环境

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PDCA 循环法规范科室质量与安全小组管理工作



台州市肿瘤医院 提高基层医院中重度创伤急诊护理处置合格率

台州市肿瘤医院 降低腰麻术后患者尿潴留发生率

台州市立医院 应用 FOCUSPDCA 提高门诊服务岗位的患者满意度

台州市立医院 应用 FOCUSPDCA 缩短住院患者窗口办理时间

台州市立医院 提高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钙达标率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全程管理提高Ⅲ级患者院内检查转运满意度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规定性理论的老年友善医院CEMS服务模式的

构建与实践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卫生服务

共同体
降低碘对比剂血管外渗发生率

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提高基于ERAS模式下的妇科围手术期营养支持符

合率

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降低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误吸发生率

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 CVC 导管维护的规范率

天台县人民医院 提高血液透析患者 Kt/v 达标率

丽水市人民医院 提高血透患者透析导管通畅率

丽水市中医院 提高手术物品及器械术前准备完善率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于赋权理论下精神康复训练模式的构建

龙泉市人民医院 缩短严重创伤患者急诊平均滞留时间

庆元县人民医院
降低手术患者入手术室后 2期及 2期以上压力性

损伤发生率

遂昌县人民医院 提高外科腹部术后病人早期下床活动率

云和县人民医院 缩短严重创伤患者在急诊抢救室滞留时间

潜力奖

进阶组

浙江省人民医院
基于FOCUS-PDCA模式优化急性重症胰腺炎肺部并

发症护理路径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母婴同室袋鼠式护理规范化管理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在院产妇 Kegel 运动执行率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基于信息平台构建医防融合全流程慢病管理模式

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
基于多部门协作构建精神科住院患者噎食预防管

理模式

安吉县中医医院
构建中医延续护理模式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

的应用

海宁市人民医院 提高 VTE 中高危患者干预率

金华市人民医院 提高肝胆外科 VTE 高危患者预防措施落实率

金华市人民医院 提高病案首页手术操作填写准确率

东阳市中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口服药规范执行率

衢州市人民医院 缩短糖尿病患者择期手术术前等待时间

江山市人民医院
多部门合作全流程监管降低 ICU 患者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VAP）发生率

综合组

浙江医院
降低医疗照护病房长期留置导尿管患者漏尿发生

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提高儿童牙体牙髓治疗中橡皮障使用率

杭州市肿瘤医院 降低急诊生化 TAT 时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提高日间出院患者随访率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基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构建眼科病房“适

儿化”模式

杭州市肿瘤医院
基于共享决策提高乳腺癌相关肩关节功能障碍干

预措施的落实率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凝心聚力，“静”宜求精—集束化防误吸干预降

低脑卒中患者静脉输液使用率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
1例育龄期门诊女性患者急诊血 HCG 假阳性事件

（RCA）

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 以创伤救治为特色的县域医疗急救体系建设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构建医用耗材动态调整管理体系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充分性（Kt/V）改进



宁波市康复医院 提高低年资护士评估偏瘫患者 ADL 准确率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提高中药在综合性医院新冠病毒感染救治中的应

用率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创新护理健康宣教模式，提升护士健康宣教能力

宁波明州医院 多学科协作提高产后盆底康复有效率

宁波市第九医院
基于快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的骨科住院患者

疼痛管理体系构建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降低新生疾病筛查血片不合格率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医院 提高人工气道规范化管理措施落实率

宁波市奉化区中医医院 提高角结膜干燥症患者的治疗满意率

宁波市奉化新桥骨科医院 基层医院降低肩关节镜患者术中低体温发生率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提高慢阻肺患者肺康复锻炼合格率

温州市中心医院 提高门诊老年患者的就医体验满意度

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运用精益化管理提高手术室仪器设备管理完善率

瑞安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患者剖宫产术后 24h 内舒适度

平阳县人民医院 提高 VTE 中高危患者预防措施落实率

平阳县人民医院 提高经阴道分娩产妇分娩满意度

平阳县人民医院
MDT 精准提高住院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前病原学送

检率

德清县第三人民医院 提高 ICU 护师对失禁性皮炎的认知率

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降低精神科静脉输液复穿率

嘉兴市中医医院
运用Miller能力模式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高手术

室低年资护士手术配合能力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基于入院准备群组管理数字平台优化预约住院沟

通流程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术中冰冻标本规范化核对的效率

海宁市中医院（海宁市肿瘤医院） 提高外科患者 VTE 规范预防率

海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提高精神科住院患者暴力行为预防措施落实率

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降低住院患者注射用质子泵抑制剂的使用率



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
提高基层医院急诊危重患者桡动脉采血穿刺成功

率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 提高危重症患者多学科诊疗规范率

绍兴第二医院医共体总院 提高住院糖尿病患者胰岛素自我注射正确率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基于 4R危机管理模式构建重症皮肤管理体系

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基于 Kano-QFD 构建“五维五度”药学服务模式，

提升医患满意度

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 缩短病区凝血标本实验室内周转时间

嵊州市人民医院 手术器械质量追溯流程 FMEA 分析

舟山医院 提高中医适宜技术在老年便秘患者中的应用率

舟山医院 利用 PDCA 循环降低门诊投诉率

金华市人民医院 多学科合作，降低 ICU 患者谵妄发生率

金华市人民医院
信息化助力、多部门联动提高心梗一包药服用时

间合格率

金华市妇幼保健院 降低静脉用药医嘱错误率

金华市第五医院 提高吞咽筛查在康复医学的应用率

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提高低年资护士床边交接合格率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急诊检验（血常规、CRP、电解质三项）报告

时间时限符合率

义乌市妇幼保健院 提高本院活产数占辖区助产机构活产数的比例

兰溪市人民医院
让关怀成为一剂良药--诊后疾病精细化管理的探

索与实践

兰溪市人民医院 缩短急诊创伤患者紧急输血时间

兰溪市中医院 降低急诊危重患者院内转运安全隐患发生率

永康医院 提高 DRGs 入组率

衢州市人民医院 提高心脏骤停急诊患者复苏成功率

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急诊检查 30 分钟报告及时率

衢州市第三医院 提高门诊患者平均预约诊疗率

浙江省台州医院 提高急诊抢救室脓毒症 1小时 Bundle 执行率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
基于精益管理助推超级显微外科技术 在淋巴水

肿诊疗的开展及应用

台州市肿瘤医院 运用 HFMEA 优化内镜中心病理标本作业流程

玉环市人民医院 提高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规范预防率

天台县人民医院 提高转运工人转科交接身份识别规范率

仙居县人民医院 创新安保工作新模式 提升医院安全防范能力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提高 DR检查图像优良率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缩短急诊血常规+血型+超敏 C反应蛋白检验报告

时间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基于分散式日间病房管理模式提高妇科日间手术

患者 24小时出院率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 智慧医疗背景下提高分时段预约精准就诊率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基于4R危机管理理论构建精神专科医院呼吸道传

染病管理体系——以新冠疫情防控为例

丽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提高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有效管理率

缙云县中医医院 提高门诊患者中医非药物治疗的比例

龙泉市中医医院 降低人流术后中度及以上疼痛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