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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理是学科建设的永恒主题，有无长效的管理机制是决定学科兴衰的关键。
虽然医疗服务与医疗质量是康复医学科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生命线，但管理是决定学科规范化建设、发
展及其发展速度的根本。
　　由于重视了管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发展很快，成为拥有68名员工、169张床位的住院
部，1200m2的康复治疗区的医疗规模，业务收入在几年内也增加了30倍；康复医学教育从本科迅速扩
展到硕士、博士、住院医师、住院治疗师及进修医师共6个层次；各种研究项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863计划课题）从零跃升到12项，国际合作项目6项，项目经费累计逾千万元；共发表论文167篇
，其中MEI）LINE收录14篇，SCI收录3篇；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发明专利2项、适用新型专利3项；2006年通过四川省卫生厅重点学科评审；
同年底，通过卫生部康复医学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评审；2007年，通过四川省教育厅重点学科评审
；2008年1月，通过四川省科技厅康复医学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评审；2008年11月，被评为全国医药卫生
系统抗震救灾先进集体。
科室管理质量是医院管理的前沿和基础，管理出效益、管理促发展。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凸显出康复短板，发展康复医学已经迫在眉睫。
今天，笔者将几年来自己和团队的管理心得，结合学科特点并参考行业及医院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总结成书奉献给全体康复界同仁。
　　全书包括康复医学科管理总则、管理规范、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化病房管理（包括一般管理、医
师管理、治疗师管理和护士管理）、医疗风险管理、感染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经济管理和科
务管理共12章。
希望本书对年轻的康复医学学科的管理者、医师、治疗师和护士们有所启迪，对推动学科建设，促进
学科规范和快速的发展有所帮助。
本书是我们献给华西康复20周年生曰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领导、老师、朋友、同仁和
亲人们的心灵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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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复医学科管理指南》详细介绍了康复医学科的管理总则、管理规范、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化
病房管理(包括一般管理、医师管理、治疗师管理和护士管理)、医疗风险管理、感染管理、科室护理
工作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经济管理和科室运营管理等内容。
全书图文并茂、文表结合，非常全面地为康复科医师和医院管理者提供了实际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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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成奇，临床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兼书记，华西假肢矫形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康
复医学系（教研室）主任。
学术兼职：中国康复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会运动疗法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治疗专
委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医学会物理康复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
康复教育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康复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残联康复促进会副会长、国际物
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会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中国康复医学杂志》及《华西医学》编委。
　　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科技部“九五”地方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
项目、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项目、四川1省社区康复工程项目、四川省卫生厅立项项目、国际合作项
目共计12项；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承担“十五”攻关子项目1项．863专项子课题2项。
学术成果：主编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内外科疾病康复学》、专著《骨质疏松康复治疗技术》，副
主编《康复医学》，参编图书6部，共发表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论文60篇（SCI收录6篇，MED1INE收
录3篇）；先后获得四川大学“214”人才、四川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奖励计划、优秀医务工作者、四川
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项、成都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二等奖各一项．
专利2项。
2008年12月获得行业最高荣誉——中国医师协会优秀医师奖。
　　研究方向：骨关节炎与骨质疏松康复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临床医疗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骨质疏松、骨关节炎、骨折及关节置换术后的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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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康复医学科感染管理一、科室感染管理制度二、科室感染控制管理小组职责三、传染病疫情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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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科室教学管理一、临床各级人员教学工作职责二、备课与试讲制度三、教学质量评估检查制度
四、康复医学科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第二节 康复医学科专业技术培训年度计划第三节 康复治疗专
业本科生培养一、办学指导思想二、培养目标三、专业培养要求四、教学思路五、师资规划与实施计
划第四节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一、康复医学与理疗学专业（专业学位）二、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专业（科学学位）第五节 住院医师培训一、培训领导小组二、培训经费和住院医师收入三、住
院医师招聘四、指导老师五、科研训练六、住院医师教学能力培养七、必须反复通读的教科书八、考
核九、住院医师的管理及监督机制十、职称评定十一、结业和分配第六节 住院治疗师培训一、组织管
理二、培训计划总体安排三、住院治疗师培训计划指导及要求第七节 本科生专业实习手册一、康复治
疗专业本科生实习手册二、康复医学本科生实习手册第八节 康复技能实验室建设一、实验室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及预期研究目标二、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计划三、实验平台建设与经费四、实验室管
理运行机制第九节 研究生管理制度一、研究生的组织管理模式二、研究生的组织管理办法三、研究生
纪律管理四、临床能力训练五、研究生的考核第十节 进修生管理制度一、临床进修生招生条件及录取
办法二、进修生组织管理办法三、进修生考勤管理办法四、教学方法及考核办法第十一节 实习医生管
理制度一、临床实习的科室组织管理二、临床实习生工作守则三、实习生考勤管理四、教学方法和实
习考核第9章 康复医学科科研管理一、科研管理办法二、科室药品临床试验项目管理制度三、科研经
费管理制度四、学术论文投稿及期刊管理规定第10章 人事分配管理制度第一节 岗位管理一、医师分级
管理制度二、治疗师分级管理制度三、护理分级管理制度四、人事招聘制度第二节 量化管理一、量化
的目的二、量化的原则三、量化的方法四、量化细项第三节 经济管理一、绩效酬金发放与分配管理原
则二、科室经济管理规定三、科室公积金管理办法四、科室基金管理办法第11章 康复医学科科务管理
一、科室管理小组会议制度二、病房管理小组会议制度三、科务会制度四、工休座谈会五、科室公文
处理制度六、科室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七、科务公开制度第12章 科室运营管理一、科室运营管理概述二
、专科经营助理在科室运营管理中的主要职责三、科室文化建设四、市场运营五、流程管理六、科室
经营情况分析七、康复医学科设备配备八、设备购买与使用情况分析九、康复医学科人员配备十、人
力评估分析十一、康复医学科的场地规划十二、康复医学科的标识规划十三、运营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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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科室药品临床试验项目管理制度　　（一）科室进行药品临床试验的基本要求　　1.经过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认定的，临床科室，以及已申报认定的科室，为医院有资格从事药物
器械临床试验的科室。
未经过认定的科室需要进行药物器械临床试验的，须报药品临床试验中心审核并报SFDA备案。
　　2.药品临床试验科室在中心的指导和监管下独立或与其他专业联合承担药物.临床研究课题。
　　3.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的药品临床试验工作均有领导和管理责任，应对该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和协
助，保证提供必需的人员、场地和设施。
　　4.科室指定一位业务强、素质高、有一定药物临床研究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副高或以上职称医生作
为本项目工作的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应由科室副主任担任。
科室指定专人担任GCP专职秘书。
GCP负责人和秘书应报药品临床试验中心审核批准，并报主管院长备案。
科室应保证上述人员必须的工作时间、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5.各GCP专业应至少有3人以上、主治医生或以上职称人员，取得药品临床试验培训证书和有从事
药物临床试验资格，并从中遴选3个以上具有副高职称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报中心备案。
中心据此建立药品临床试验研究者数据库和准人制度。
药品临床试验项目专业负责人拒绝接受课题任务时，中心有权从数据库中选择有资格的研究者担任课
题负责人。
　　6.科室应指定专人担任临床试验质控员，原则上由药品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担任，也可针对某一
课题设立课题质控员。
　　7.非药品临床试验科室具备合乎资格的研究者和必需的病种、病床等条件，可与相应的药品临床
试验科室联合进行药物临床研究，但需接受药品临床试验科室的指导和管理.非药品临床试验科室研究
人员具备医学专业技术能力和药品临床试验资质，并具有较为丰富的药物临床研究经验者，也可担任
课题负责人。
　　（二）药品临床试验专业人员准入制度　　药品临床试验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医学本科以上学历和
医学专业副高及以上职称，经过临床试验技术培训，并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的正规结业证
。
　　（三）培训制度　　药品临床试验科室每承担一项新药的临床研究时，主要参研人员对药品临床
试验管理规范（GCP）、《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相关知识应再次学习，强
化理论知识，利于加强管理。
　　（四）岗位职责　　1.科室主任　　（1）为本科室药品临床试验工作的领导者和责任人。
　　（2）为本科室药品临床试验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时间、场所、设施、物质保障。
　　（3）接受医院和药品临床试验中心对本科室药品临床试验工作的考核。
　　2.科室药品临床试验专业负责人　　（1）经医院授权，药品临床试验中心确认，为本科室药品临
床试验工作的负责人。
科室药品临床试验专业负责人原则上由科室副主任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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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希望《康复医学科管理指南》对年轻的康复医学学科的管理者、医师、治疗师和护士们有所启迪
，对推动学科建设，促进学科规范和快速的发展有所帮助。
《康复医学科管理指南》是我们献给华西康复20周年生日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领导、
老师、朋友、同仁和亲人们的心灵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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