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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路径（clinical pathway）是一组由多学科专业人员（包

括医师、临床医学专家、护士以及医院管理者等）共同制定的、
针对某一特定疾病或手术的、标准化的照顾计划[1]。它通过标准

化的、综合多学科的方法，对患者治疗过程中所发生的关键事

件（如治疗、检查和护理活动等）依据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规

定，以在一定的时限内实现预期结果，是一个事先写好的标准

化的工作流程。 其作为美国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管理技术，
发展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成为美国政府遏制不断上涨的医

疗费用、提高对卫生资源利用的一种管理方法，即定额预付款

制度（DRGs-PPS），最终逐步深入到医学领域并得到广泛应用。
根据国内外医疗机构对临床路径的研究结果及大量文献

报道表明： 临床路径技术既能够缩短住院天数、节约医疗费

用，又可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 由于临床路径具有综合性、时

效性、多专业合作性以及结果可测量性等特点，已逐渐成为医

疗规范化管理中应用最广的质量效益型医疗管理模式。

2 野战早期救治作用及引入临床路径的必要性
我军战时医疗后送仍依据 “三区七

级” 体制，其基本内容是：在战术后方区设营连救护组、救护

所、团（旅）救护所、师救护所；在战役后方区设野战医院、基地

医院；在战略后方区设后方医院[2]。各级医疗机构规定就职范围

和后送原则，实行分级救治、联合保障的基本制度，简称联合医

疗后送体制。由于传统的“三区七级”医疗后送体制存在组织结

构冗余、救治任务分工过细、逐级后送限制过死等缺点，因而近

年来我军的战时医疗后送体制进行了合理精简，逐步向减少后

送阶梯方向发展，即向三级医疗救治模式转变[3]。其中第一级为

急救，由团级以前的救治机构完成；第二级为早期治疗，由师或

相当于师一级救治机构完成；第三级为专科治疗，由基地医院

或后方医院完成。 在该救治体制中，早期治疗阶段作为衔接急

救和专科治疗的纽带，是挽救战士生命的黄金时间，是战伤救

治的重要环节，是提高伤员救治率的重要阶段。
图 1 以头部复合性骨折为例来说明早期治疗在其治疗处

置中的作用。 伤员受伤后，其生命值快速下降，生命值与时间

的关系呈大斜率快速下降， 如果在短时间内没得到及时紧急

处置，伤员将在 5 min 后失去生命；但如果得到及时的早期紧

急 处 置 后 ，其 关 系 斜 率 将 变 小 且 趋 向 平 缓 ，生 命 值 将 达 到

65 min； 如果再有条件对其进行部分专科处置或进一步后送

并进行专科治疗， 其生命值将延长至 185 min 乃至治愈。 可

见，早期治疗对挽救伤员生命成败至关重要。然而，在实战中，
前线医护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工作量大且集中，要处理好大批

量伤员的早期救治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这就如同工厂中有多

条流水线在同时运行， 而操作人员非常匮乏， 要提高工作效

率，不但需要操作人员有过硬熟练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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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large number of wounded and the lack of medical resources in the period of early
treatment, a service-oriented software system used clinical pathway is design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key events of
early treatment are modularized and arranged 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pathway drawn up by experts. This process is
targeted and can be adjusted in real time.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will be simplified to a multi-branch, multi-export and
easy -operating one, and information flow will be reorganized and optimized. This new system will conducive to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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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早期治疗对延长生命时间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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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 [4-5]。 因此，为提高早期救治的效率与质

量，应在努力提高救护人员医技水平、熟练使用先进野战医疗

设备的同时，彻底改变传统卫勤救治中“一对一治疗、一救到

底”的救治模式和理念，做到统筹兼顾、忙而不乱、快速高效；
实现既能稳定伤员生命体征，防止伤情继续恶化，又为伤员进

一步后送并接受确定性治疗创造条件和赢得时间； 充分把握

“有限”野战医疗资源，既要保证为伤病员提供必需的救治措

施、延长存活时间、防止漏诊漏治，又要防止“过度救治”，避免

短时间内向每一个伤病员提供全面救治，否则将会浪费资源，
甚至适得其反，使大批量伤员错失接受专科治疗的最佳时机。
如何精确地把握早期治疗的这个“度”，临床路径将为我们提

供一个科学、确实可行的方案。

3 临床路径在野战治疗中的应用
电 子 伤 票 和 野 战 病 历 是 我 军 目 前 最 重 要 的 战 时 医 疗 文

书 [6]，是传递伤员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且贯穿于野战救治及后

送全过程；而电子伤票、医疗救护分队、基地医院等信息系统

实现了伤员伤票和野战病历信息在不同救治机构之间的可靠

传输，保证伤员个人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连续性，形成了

战时伤员救治完整的信息链，使卫勤指挥人员可以实时、准确

地了解伤员伤情和救治的整体情况， 进行及时有效地指挥协

调和动态管理。因此，开发与电子伤票和电子野战病历相融合

的、基于临床路径技术的救治新模式，是临床路径应用于战伤

救治的必然途径。与医疗管理模式不同，在卫勤救治系统中引

入临床路径是通过抽取其原有的概念、方法和理念，在软件应

用平台上将救治后送的各关键事件模块化，变复杂、繁琐的医

疗救治过程为一个多分支、多出口、医护人员易操作的灵活流

程，达到化繁为简的目的。各关键事件模块既能按原预定固定

序列形成救治流程，又方便救治人员根据伤员伤情、伤势来调

整处置方案，制定一条最适合救治的临床路径。
以早期救治为例，救护组从前线搜救到伤员后，将对其实

施紧急救治，包括包扎、止血和简单的伤口清理，同时利用手持

机将伤员的初步诊断、伤情和紧急救治等信息记录进电子伤票

中。一旦伤票随伤员被后送到师（旅）级救治机构进行早期治疗

时， 医护人员将通过手持 PDA 从伤员随身携带的电子伤票中

读取伤员的伤部、伤类、伤型、伤势及并发症等信息，并存储到

本级医疗救护分队系统中， 成为该系统临床路径的输入项目；
然后医护人员根据伤员的伤类（或者伤部），从系统中选择对应

的临床路径，开始基于临床路径的早期治疗。 这种基于临床路

径的救治流程具备以下特点：（1） 它建立了早期紧急救治的分

时分类预警系统，通过实施以时间、患者状态、处置措施“三维”
临床路径模型，实现以医生医嘱和诊疗行为为主线，综合集成

护理、监护、检查、检验、手术麻醉等信息为一体的三维模型，进

一步优化和重组现有野战救治业务流程。 （2）救治过程中各关

键事件均事先设置为独立模块，在实施的每一步过程中，系统

会自动提醒下一步应处置内容。（3）该系统还设计有提示、预警

功能模块，在临床路径的每一步关键点都会通过预设时间进行

发声警示，提醒医护人员该对伤员进行处置，并对可能出现的

并发症状进行提示。（4）每完成一种处置，系统将自动触发按临

床路径规定的下一个关键事件。为适应战时伤员病情变化快以

及确保早期治疗过渡性这一宗旨的顺利完成，在进行下一个关

键事件实施前，医护人员可以根据伤员的伤情和伤势的具体情

况确定是否按规定路径实施， 或跳转进入其他临床路径的救

治。（5）对救治临床路径的选择和修改简单方便。系统将以伤员

初始分类为默认救治路径，根据伤情变化，通过增减救治模块，
启动不同事件触发，完成路径的延续或跳转，使系统形成一个

多分支、多出口的树状结构。
在早期治疗过程中，面对大批量伤员到达，分类人员要根

据初步诊断为每一位伤病员选择一条初始救治路径并快速进

入医疗救护分队系统。 各组室医护人员面对来自不同临床路

径、不同救治阶段的伤病员，可以根据不同伤员的紧急程度，
在救治路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对不同伤势、 不同伤型的伤病

员进行诊治， 并不间断接受来自临床路径中关键步骤的各类

提醒（包括时间、危急、禁忌等），避免因各种干扰而引发延误

或错误治疗情况的发生，从而达到批量快速救治、统筹兼顾、
忙而不乱。对医护人员来说，每位伤员的临床路径都相当于一

条流水线，多条流水线同时呈现在医疗救护分队系统中，医护

人员可以根据已有的救治资源合理地安排处置方式， 从而提

高单位时间内救治效率和总体的救治水平。可以预见，加入临

床路径的野战救护将有效地减轻卫勤人员的工作量， 提高工

作效率，实时地为现场救治人员提供知识支持。

4 引入临床路径的意义和可能面临的问题
野战早期救护中临床路径的应用可以实现对现有战伤救

治信息流程的重组和业务流程的优化。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战

伤救治信息流转流程，能够减少救治中繁琐重复的环节，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因伤情复杂或救治水平有限可能导致的救治差

错，确保伤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恰当处置，最大限度提高战场

救治能力，以满足大批量伤员快速通过性救治需求；通过拥有

时间提示和预警功能，该系统能够严格按照战伤救治规则，引

导医护人员将伤情伤势变化的特殊性与对标准伤情规范性处

置相结合，有序展开救治工作，提高战场救治效率。
鉴 于 目 前 卫 勤 训 练 和 抽 组 人 员 技 术 水 平 参 差 不 齐 的 现

状，在野战救护中引入临床路径救护模式，可以实现战场战伤

救治流程更加规范化，处置更加标准化，做法如下：（1）从抽组

参与卫勤野战救护的医护人员来看， 他们往往来自不同部队

医院、从事不同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在战时紧张而忙乱的

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救治延误、失误的情况。 由多学科专家共

同制定的临床路径，可作为一个战伤救治知识库，能为医护人

员提供指导与参考， 预见性地提出各种诊疗措施涉及的禁忌

症和注意事项，避免处置失当。 （2）基于临床路径的战伤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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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成就与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模块化的发展，必将为方

舱医院开辟广阔的前景。

4 结语
方舱是现代局部战争广泛应用的一种标志性机动后勤装

备。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方舱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设

计、 研制符合我军任务需求的方舱， 发展和探索方舱医院建

设，必要可行。 在未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野战方舱医

院必然担负重要的卫勤保障任务， 是应急机动卫勤支援保障

的主要力量 [18]。 未来方舱医院的发展必然能够适应新时期军

队卫生建设思想，加快野战卫生装备建设步伐，满足未来军事

斗争卫勤准备需要， 为部队执行多样化卫勤保障任务提供有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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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严格按照战伤救治标准制定的，只有定期地、有针对性地强

化对抽组成员的野战救治技能训练， 才能使抽组人员具备较

高的野战内外科救治技能和综合处置能力， 达到救护技能的

“精通”和“全面”要求。 （3）针对目前许多野外训练仍流于形

式，重抽组、机动、展开等勤务训练，轻技术内容训练，对战伤

救治的规范性技术培训不够， 缺乏战争环境下压力训练等可

能导致战时救护工作难按计划开展这一现状， 临床路径技术

的应用弥补了这方面不足，通过标准化伤员救治流程的训练，
模拟战时环境大批量伤员救治过程， 使医护人员对野战救治

流程更加熟悉，乃至形成习惯。
当然，临床路径方案的制定是一项牵涉学科广、细节繁多

的巨大工程。从初始分类到路径中的各环节、各步骤需要大量

相关专家的参与、梳理、整合才得于实现。同时，临床路径中诸

多细节如何在软件系统中完美实现， 对软件设计工程师来说

也是一项挑战。 另外，由于现有战伤救治信息资源匮乏，加上

以往战争救治等资料相对陈旧，体系革新后，原有的经验方法

已渐渐不能适应新体系、多样化战争对卫勤保障的需求，导致

许多设想只能纸上谈兵，缺乏实战训练，无法体现其优劣。 因

此，在设计基于临床路径的野战救治研制方面，如何贴近实战

要求将它设计成科学、可行的卫勤救治系统，如何发挥其最大

的效率等方面， 还需工程设计人员和不同专业学科人员共同

参与研究，并在训练中不断完善。

5 结语
临床路径从早期的一种标准化工作流程、 管理技术、管

理方法发展 到 目 前 规 范 化 医 疗 管 理 和 行 为 的 新 模 式， 在 明

确诊断、围绕手术前后规范性医疗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 因

此，该 文 针 对 战 时 部 队 伤 员 大 多 为 青 壮 年 ，罕 有 基 础 疾 病 ，
个体差异较 小， 需 救 治 的 伤 害 基 本 为 外 科 创 伤 且 大 部 分 诊

断相对明确等特点，通过建立 多 分 支、多 出 口、带 预 警、树 状

的临床救护 和 处 置 路 径， 实 现 了 对 现 有 战 伤 救 治 信 息 流 程

的重组和优化，确保 了 野 战 救 治 和 处 置 更 加 规 范 有 效，使 伤

员能在第一 时 间 得 到 恰 当 救 治， 最 大 限 度 地 提 高 战 场 救 治

能力和野战卫勤保障 能 力，为 伤 员 的 专 科 治 疗 创 造 条 件、赢

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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