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方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7143516

10位ISBN编号：7117143517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者：吕玉波　等主编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方>>

内容概要

吕玉波编著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研究方法学(精)》为国内第一部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经
研究的方法学专著。
主要内容包括中医临床路径的难点及其适用性分析、方案设计、建立中医临床路径的关键技术、中医
临床路径的实施、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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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临床路径概述
    一、临床路径的起源
    二、临床路径在我国的发展
    三、临床路径的特征、目标及作用
    四、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特点
    五、临床路径的应用现状
  第二节  临床路径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一、临床路径的概念与特点
    二、临床路径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异同比较
  第三节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的必要性及
    实施的适用性
    一、实施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必要性
    二、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实施的适用性
    三、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实施的初步效果
    四、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实施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构建、实施与改进
  第一节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方法概述
    一、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的理论基础
    二、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的关键问题及
    可能的解决策略
    三、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的关键环节  
    四、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过程
  第二节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实施
    一、临床路径的实施流程
    二、临床路径实施的关键点
    三、实施过程的监控与评价
    四、路径的改进与更新
  第三节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变异管理、
    反馈与改进
    一、变异的概念
    二、变异的研究现状
    三、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中变异的特殊性及其
    监控原则和方法
第三章  构建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关键
    共性技术
  第一节  中医古籍文献证据收集、评价与利用
    一、中医古籍文献研究在临床路径构建中的作用
    二、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
    三、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的结论和报告
  第二节  现代文献证据收集、评价与利用
    一、现代文献的概念及分类
    二、现代文献整理及研究方法
    三、现代文献研究应用举例
  第三节  专家共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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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识方法概论
    二、代表性共识方法介绍
    三、专家共识方法应用及体会
第四章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管理及质量控制
第五章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构建实施及效果的评价
第六章  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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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临床路径的制订，是一个将临床路径研发计划付诸于实施和管理的过程。
由于不同单位和机构之间存在的差异，其过程也可能会有不同。
而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的制订，更要充分地反映中医辨证论治规律，多层次发挥中医诊疗优势
，这既是中西医之间在干预模式上的差异，也是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路径和现代医学临床路径的关
键区别。
但临床路径作为一种医疗管理的模式，同样存在一些共性技术，其制订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的几个阶
段。
（一）组织架构和准备1.组织架构I临床路径的制订，需要医院多层次和多学科人员的参与，为提高管
理和指导的效率及效果，一般需要构建三级组织架构，即医院临床路径技术管理委员会、临床路径指
导评价小组及临床路径共性技术小组、科室临床路径研发小组、医技科室协调小组（如图2-2）。
临床路径不仅是医疗技术工作或质量控制活动，而且是重要的系统工程。
因而，医疗机构领导的重视程度是决定临床路径能否成功研发和实施的关键。
通常，临床路径的组织管理都是由医疗机构的领导负责，如医院院长和分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分别担
任临床路径管理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会内的其他成员则由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流行病学
、职能部门及其他相关专家担任。
这样的模式被认为是最有利于推动临床路径在医疗机构内实施和发展的模式之一。
此外，临床路径指导评价小组的职能也很重要，负责对整个医疗机构内各相关专业组临床路径的研发
、实施进行技术层面的指导，实施过程的质量监控，制订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并根据结果提出改进措
施等。
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路径共性技术小组、科室临床路径开发小组及相关医技科室协调小组加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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