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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临床路径是医院重要工作的一部分。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已经于 2009 年正式

提出该项工作，主要是完成某一单病种的诊断、治疗、康复和护理所制定的一个

诊疗标准化模式。临床路径实施初期阶段，医院使用手工方法进行管理，无法固

定单个病种治疗过程，且经常调整治疗方案，根本无法达到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

与实行临床路径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规范临床路径管理工作，构建一套临床路径

信息管理系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本文讨论了临床路径信息系统的概念与背景，分析了临床路径的业务流程，

并简述了该系统与其它业务系统的关联。需求分析完成后，又完成了该系统的架

构、功能要求及 Caché 数据库的设计工作。根据需求与设计，在 Caché 数据库的

框架下完成了一套符合要求的管理系统。  

目前，在医院该系统已经试用于 10 个病种，根据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满足了入路径到出路径整个流程，临床路径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符合业务需

求，支撑了医院临床路径管理工作，是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关键词：后关系型数据库；临床路径；Ca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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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Clinical pathwa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ospital daily routine.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has formally proposed this work in 2009,with focus on 

establishment of a standardized model on clin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rehabilitation 

and care. During the early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manual methods are applied, 

which cause big variation of the treatment of a single disease. Moreover, the 

adjustments are often made to th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plan. All of these drawbacks 

can’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ealth sector, and is in contradic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clinical pathways. 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pathways, the use of 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This dissertation discussed the concept and background of th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alyzed the business processes of the clinical pathway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other business systems. After the needs analysis was complete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ystem, the functional design and the Caché database design was 

finished as well. The complete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under the Caché 

database meets all the required needs of the clinical pathways.  

At present, the system by using ten diseases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hospital. 

Based on the feedbacks, the pathway process of entry and exit is fulfill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clinical pathway management system meets all the business 

requirements. The system is important for the hospital’s clinical pathway management. 

It is a successful attempt of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Post-Relational Data Base; Clinical Pathway; Ca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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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信息技术在医院管理方面不断发展与应用，如何规范医疗行为，减轻就

诊者费用负担，增加医疗透明度，作为医疗主管部门也在不断探索与实践，国家

卫计委（原卫生部）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印发了《临床路径管理指导原则（试

行）》，明确了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核心的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内容

包括成立临床路径的组织管理，设置临床路径管理委员会和临床路径指导评价小

组，实施临床路径时还需成立路径实施小组，委员会、各小组及其成员也有明确

的职责和工作制度。 

临床路径是指针对某一单病种的诊断、治疗、康复和护理所制定的一个诊疗

标准化模式，是一个有着严格工作顺序、有准确时间要求的规范化的医疗护理照

顾计划，是流程管理方法在单病种诊疗中的体现，是持续改进医疗质量的新的管

理模式。临床路径是选择常见病、多发病及并发症少的病种，并且还要求技术相

对成熟、治疗方案比较明确、费用比较稳定、变异少的病种。基于以上因素，在

临床工作中选择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这也决定了临床路径成功出径的几率要高

些。 

临床路径信息系统是近几年才推广开的诊疗标准化方法[1]，并且涵盖了各种

医疗检查体系，占有很高的分值。临床路径设计的主要目的是缩短平均住院天数，

合理支付医疗费用，按疾病病种设计最优的医疗和护理方案，根据治疗过程合理

安排住院时间和费用，不仅可以规范诊疗过程所应具有的常规诊疗操作，压缩一

些不必要、不合理的诊疗行为，而且还可以规范诊疗行为应完成的天数等，让诊

疗活动更有计划性。临床路径方案包括了多学科协作的工作模式，比如有检验、

影像、病理、手术、药剂等，同时要求护理等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也达到预

期的效果，保障了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在医疗行业推广使用临床路径，可以让

病人及家属了解诊疗详细过程和时间安排，便于让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并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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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诊疗工作。这样既促进医患沟通，提高患者对医护的信任度，利于构建和谐

的诊疗氛围，进而也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和保证医疗安全。 

手工的临床路径存在很多缺陷，记录比较繁琐[2]，临床路径信息系统的实行

符合当前提倡高效率、高品质、低费用的医疗服务要求。由于临床路径信息系统

提供了标准化的诊疗过程并对其实行持续监测和定期评价，有利于医院对医疗服

务质量的管控和持续改进。此外，实行临床路径信息系统能够有效地降低医疗成

本和合理运用医疗资源，有利于医院在当前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面前处于优势地

位。所以，研究并开发临床路径信息系统的应用，在医院提高医护质量、降低医

疗费用、缩短住院天数、强化学科协作、增加医患沟通、减少医疗纠纷、保障患

者安全和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具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现状 

根据国家卫计委指导意见，我国要扩大临床路径管理医院范围。到 2017 年

末，所有三级医院及 80%的二级医院要开展临床路径管理工作。 

根据医院总体部署，先研究临床路径政策，再按有关要求制定工作制度，配

套完成临床路径实施计划，选择需要进入临床路径的病种。若要实施临床路径，

必须有临床路径管理软件，研发 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医院信息系统，

下同）的厂家很多，但目前国内做得好的不多，有很多公司把临床路径系统集成

到了医生工作站中，还有专门做临床路径管理系统的，但该系统若要在医院推广，

必须要与医院在用的医疗系统做接口。 

对当前的临床路径信息系统进行调研，情况如下：大多数临床路径系统是基

于 MSSQL、Oracle 数据库与 C/S 架构，系统开发工具有 Delphi、VB，还有当前

主流开发工具.NET。有很多医院为了不控制临床的诊疗行为，放开了中间环节

的控制，只进行入径与出径的操作，对于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选择变异退出，这

本身就不符合实施临床路径的要求；有部分医院为了满足临床路径管理工作，减

少变异率，在设计临床路径模板时增加了很多子路经，把很多不是诊治规范内的

治疗方案也添加到模板中，导致路径模板复杂化，虽也成功出径，却不符合临床

路径建设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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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结构  

临床路径是指各相关部门或医务人员共同针对某一病种的检测、治疗、康复

和护理服务程序，它是以时间时程为横轴，以诊疗过程为纵轴[3]，有严格的工作

顺序和有准确时间要求的照顾计划，以减少康复的延迟和资源浪费，使服务对象

获得最佳的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开展临床路径工作既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

容，也是一种创新管理机制，是实现医院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的主要途

径，对于缩短平均住院日[4]、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益、控制医疗费用、合理使用医

疗资源、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1）研究 Caché 数据库的特点，发挥后关系数据库的优势，把该技术运用

到临床路径的设计与实现中。 

（2）临床路径信息系统是国家卫计委对医疗机构在规范诊疗行为时做的指

导性要求，参照上级有关部门的文件要求，通过多种调研方式完成需求分析。 

（3）分析研究 Caché 数据库的工作原理，根据 Caché 数据库的特点做好系

统设计。 

（4）运用 Ensemble 的 Studio 开发环境进行了系统实现。该系统实现的功能：

路径模板、进入路径、路径执行、路径变异、路径退出、路径审核、路径结束、

路径工作报表等。该系统在各个环节做了大量测试，保障了系统上线安全、稳定、

可靠。同时，该系统也有操作权限分配功能，不同角色完成对应的模块操作。 

（5）根据运行的情况做了总结分析，不间断进行系统优化、改进。 

全文共分为六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体概括本文的总体内容、研究意义等。 

第二章 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 Caché。 

第三章 分析医院对于临床路径系统及各个模块的功能需求。 

第四章 设计数据库与系统结构和框架，详细设计各个模块的功能。 

第五章 具体实现各个模块的功能算法与界面展现。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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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Caché 介绍 

医疗数据具有复杂性与繁琐性的特点，对于数据库的存储与运算能力有着很

高的要求，而 Caché 作为一种后关系型数据库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能够同时支

持很多开发语言和环境，为系统扩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并且 Caché 本身就集成

了开发语言，使得系统在设计时能够更加规范化。本章简要介绍了后关系数据库

Caché、Caché 的存储方式及 Caché 的优势。 

2.1 后关系数据库 Caché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化建设都进入了关系数据库时代，而在最近的

几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后关系型数据库。目前比较成熟的是 Caché，它实际是在

关系数据库的基础上融合了面向对象技术和 Internet 网络应用，继承了传统数据

库网状、层次和关系数据库的一些特性，还有 JAVA、ActiveX 等编写工具环境，

满足新的以 Web 为基础的应用，开创了关系数据库的新时代。 

Caché 作为新型的后关系数据库，结合了传统数据库的特点，并且把多维处

理与面向对象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数据库上，它是由美国 InterSystems 公司发布的，

是具有高性能事务应用的后关系型数据库，提供了独特的访问同一数据的数据库

技术：（1）按对象访问；（2）通过 sql 语句访问；（3）通过多维数据的访问。这

些访问方式不需要关联或制约，很大的程度节约了开发及运行时间。 

后关系数据库 Caché 高效的使用了面向对象技术，所有部件能够重复使用，

大大降低了开发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系统源码也更规范，利于维护。Caché

服务端支持 Unix、Linux、Windows 操作系统，能实现操作系统平台之间数据转

换，利于用户多种选择，且对硬件要求不高。支持对称的多机多处理器，支持关

系模型，适用分布式处理，可配备管理 T 级以上的数据存储。系统升级安全，可

以并行进行系统更新而不影响使用。支持以 TCP/IP 等为主流的网络协议，支持

异种大型数据库的直接或间接访问方式，包括通过 ODBC、JDBC 都访问，完成

与高级开发工具的互连能力。支持对象部件编辑，在开发时程序员可直接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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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创建自己的对象，再通过其它开发工具调用该对象的方法和属性，很方便地完

成开发工作。因此，购买了 Caché 平台后，节省了购买开发工具的费用。 

2.2 Caché 的数据存储模式 

Global 是 Caché 的多维存储方式，所有的业务数据都存储在 Global 中，Global

以下方式展现：^名称（下标 1，下标 2，下标 3,...）=值，其中名称是用于操作

的标识项，下标是用于过滤的条件，是根据定义后可以使用的，值是通过该方式

定位的结果，可能结果是一条、多条，或者不存在。 

Global 的下标没有数据类型的限制，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字符型，维度也

没有限制，长度受限于磁盘存储空间。 

开发人员自己设计 Global，能进行增加、删除、更新，遍历各个节点。数据

是通过树状(如图 2.1 所示)进行保存，每个节点直接同内容中的数据块对应，可

以通过一个几点发散扩展找到不同的数据信息，做到极快的访问速度。 

例如：多维数据组名称为 PA_adm，通过 10334 这个节点可以分散存储多种

数据信息，在查找 10334 节点的 20 位置存储的数据时，直接调用

(^PAADM(10334),"^",20)即可，如图 2.1 所示。 

 

 

 

 

 

 

 

 

 

 

 

 
图 2.1：多维存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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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图 2.1，每个节点存储数据如下： 

(^PAADM(10334),"^",6)=63371 

(^PAADM(10334),"^",7)=28870 

           …… 

(^PAADM(10334),"^",20)=A 

           …… 

(^PAADM(10334),"^",81)=OP0000007562 

Global 支持多种交互方式，参见图 2.2，可以通过 SQL、XML 方式进行交互，

完成数据提取、数据修改功能。 

 

 

 

 

 
 
 
 
 
 
 
 
 

 
 

2.3 Caché 的优势 

1、Caché 是面向对象的、多维存储的数据库，为开发高效应用系统提供了

强大的面向对象技术支撑，能让程序员充分使用其强大功能。 

其一，可使用直观的数据建模。运用面向对象技术，开发者以简单和真实的

方法把思考与实现通过数据建模来完成，甚至很复杂的数据模型，从而提高了开

发应用程序的效率。 

终端用户 

 
对象 
XML        SQL 

 
关系

Golbal 

添

加

修

改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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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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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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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数据交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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