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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 要 

医院病历档案管理是保证医院档案基本工作正常实现的基础类工作。完成对

医院病历档案的合理管理，能够让医院在发挥自身职能的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工作

效率和意义。医院病历档案管理工作目前所处的环境比企业档案管理的环境更加

复杂。针对一个患者，医院牵扯到的部门种类和人员相对较多，这样在工作过程

当中所要牵涉的资源也会更多。针对以上现象，如果能够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

统进行合理的规范，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医院以及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行大幅度

提高。通过建立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还可以提升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本文

通过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对医院日常办公管理的信息化要求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从而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实现。 

本文在明确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需求之后，首先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

统的开发环境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根据得到的分析结果，确定了 B/S 架构对医院

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了设计和实现。在本系统中主要的核心功能中，病历文件

管理功能主要能够对病历发送、病历接收、病历签报、以及病历转发督办等功能

进行管理。通过这一功能，能让患者的病历在医院的各个科室之间完成流通，从

而完成对病患的诊治。对于个人病历管理功能来说，其功能主要具有患者挂号信

息管理、患者病情检查结果管理、诊断结果管理、施药信息管理以及历史文件归

档等功能。通过该功能，能够对患者个人的治疗情况信息得到详细地统计和管理。

而病历统计管理功能则主要包括病历电子化存档、病情年龄分析、病情种类统计

三大子功能。通过这三个功能，能够将医院内所有的病历档案实现统计分析。通

过对系统进行实现的结果证明，本文设计并实现的系统具有良好的可实现性，各

个模块在工作过程中运行正常，能够对预期的需求进行满足。 

 

关键词：医院档案管理；B/S 架构；病情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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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Hospital medical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is a normally basic working for the 

hospital.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adjust its complex functional roles in society. 

Hospital medical records environment is more complex than the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office because the transaction types of the hospital departments are more 

various than other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new reasonable workflow in the hospital, 

the system designed in this thesi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hospital internal personnel's 

working efficiency and staffs' satisfaction. 

As a background of office automation systems for hospitals, domestic public 

hospital reform and healthca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the hot points in our country. 

Both of hospital-based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should mee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technology, hospital office autom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In this thesis, case file management function is mainly to 

focus on the cases of sending, receiving, medical record signing, and manage case 

forward supervisory function. Through this function, patients' case will complete 

among the various departments of the hospital. While, case management functions has 

the functions of register patient result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atients in the status of diagnosis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ill 

apply these functions to acquire more services. Through the function,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ersonal situation will get detailed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se statistical management function including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archive, 

condition analysis of age, disease type statistical has thre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Through these three functions, all cases of files for statistics analysis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hospital. In this thesis, large medical data with solid and reliable 

foundation will make an effective complement to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Keywords: Hospital Document-based Management System; Database; Illness 

Statis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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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伴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传统由纸张引导

的医院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正逐渐地被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无纸化解决方案所代

替[1]。伴随着目前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各样的档案系统在各行各业中被

广泛的使用。但是对于医院来说，因其业务流程较为复杂，所以对于医院病历档

案管理的系统来说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机会。但是从信息化技术发展方向的角度

上来讲，随着计算机及信息化技术的突飞猛进，现有的档案管理模式随着相关的

发展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就为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制度化，标准

化方面予以了强大的推动。随着目前我国在医疗方面投入的不断提高，相关的管

理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强[2]。 

对我国的医疗事业而言，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若干相关问题，国家对

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正不断增加[3]。医院病历档案管理工作目前所处的环

境比企业档案管理的环境更加复杂。针对一个患者，医院牵扯到的部门种类和人

员相对较多，这样在工作过程当中所要牵涉的资源也会更多。针对以上现象，如

果能够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合理的规范，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医院以

及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行大幅度提高[4]。通过建立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还可以

提升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本文通过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对

医院日常办公管理的信息化要求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从而将医院病历档案管

理系统进行实现。随着我国目前信息化技术的大力发展，医院在信息化技术的更

新叠代方面也在不断的变大变强[5]。在这种特有的环境下，现有的传统病历档案

管理系统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需求，所以需要对现有的传统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

统进行信息化技术的升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不断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需

求，才能够让我国医疗事业在正轨上快速的发展[6]。 

对于一个医院病历管理系统，其具有相关业务较为复杂、流程多、内容杂乱

等一系列特点。正是因为具有上述所示的各种不利因素，目前仍采用手工或者半

手工的操作方式对相关问题予以解决。从目前的情景来看，半手工和手工方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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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较为有效地解决目前的一系列需求，但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操作方式将

不利于我国医院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纷繁复杂的医院业务流程，现有的管理方式

根本无法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合理的实现，所以本文针对上述原因，将

开发出一套具有鲜明信息化特征的医院病历管理系统对上述各类问题进行解决。

因为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能够为医院和广大患者提供的一个综合管理平台，所

以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实现医院和患者之间信息的平等共享，从而指导了医院病历

档案管理工作在执行过程中的科学性与规范性[7]。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医院

应该采用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并让系统能够可靠地服务于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广大

的患者。所以对于一款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来说，系统应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高效性，从而能够保证整个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8]。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开发过程中集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一体。我国

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主要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伴随着我国医疗信息

化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医疗操作当中[9-12]。开始主要是以

挂号，药房库房管理等应用场合对该技术进行应用。后来在各个发展发展阶段过

程中则展开了门诊一卡通系统，以及病历以信息共享系统等一些应用，这些应用

都对我国医院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13-16]。即便如此，对于患者和医院的高

层管理者来说，完成一个能够对医院和患者进行统筹管理的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具

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对于现有的系统来说，其大多都缺乏相关的数据共享接口，

这一问题导致了目前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在信息处理方面有着较大的不对称现象。

不仅如此，医生与患者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患者与医生之间、患者与医院之

间也没能够通过病历单系统来建立起应有的联系，这种情况使应有的沟通具有诸

多的不便[17]。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医院正在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营建各种信

息化系统。虽然有这些先进的系统对医院进行着管理，医院目前对很多操作还停

留在传统的手工和半手工方式进行。由此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对我国医疗事业的

发展战略以及医疗管理方面的效率具有着很多不利的影响[18]。 

根据国家的相关部门进行了统计，目前我国有近千家医院，但其中具有数字

化程度的不到 15%。大多数医院在信息化程度上还都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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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化发展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只专注于信息的处理。 

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将数字化技术带入到医院的档案管理过程当中，通过这

种方式主要将一系列办公软件如 OFFICE 等作为办公的主要软件，对文档等信息

进行的处理实现了相关的无纸化办公。 

第二阶段：以工作流程为中心。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作流程为中心的。因此只需专注于信

息处理即可。在以工作流程为中心的阶段中，因特网，电子邮件，数据库等信息

技术的加入实现了工作流程为中心。第二阶段的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第一阶

段的前提下引入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同时也对相应的功能模块和技术手段进行

了更大程度上的改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发展过程中

需要满足的各项需求。 

第三阶段：注重知识管理 

第三阶段的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第二阶段的相关基础上引入了云计算、

大数据等技术概念。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方法能够实现医院病历档案信息

的高速共享，同时还能够实现资源的高度使用[19]。 

通过对我国目前医院的统计分析，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正由第二阶段正向

第三阶段发展，这种发展方式能够有利于医院的数字化建设，能够让医院的病历

档案管理在发展过程中更加规范化，能够更大程度上的节省资源。通过类似的医

院病历档案管理方法的研究，能够让各大医院的病历档案管理从以前的传统手工

管理方式向高效现代化管理方式迅速发展[20]。 

1.3 论文的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在本文中，根据目前国内外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发展现状和医院病历档

案管理系统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本文需要以设计并实现一个基于 B/S 架构的医院

病历档案管理系统为目标。通过对软件需求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来完成对系统整

体的设计与实现工作。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应该采用主流的软件技术，在确定

相关框架和系统体系架构之后，利用 ASP.NET 对整个系统和相关功能进行代码

的编写。通过对各个模块的部署能够完成对整个软件系统的实现，在对实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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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过程中应该能够得出系统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所要满足预先设定的系

统需求。同时也能够对系统实现的目标进行实现。对于医院数字化建设现状和现

有的医院档案管理系统，本文以 B/S 为主要架构对现有的医院病历档案系统进行

优化与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所需的功能进行全面的实现。以医院为主要目

标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病历档案管理信息平台，从而对我国医院的信息化和数字

化进行全面的保障。本文所设计的系统可以对医院日常病历管理的工作效率进行

大幅度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变革将医院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进行大

幅度的提高。在本文的相关内容当中，主要将工作如以下几方面进行展开： 

1.对本文涉及的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背景和相关意义进行分析。通过相

应的分析结果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对比与分析，并将相关的结果和现有

的技术发展现状进行结合与思考。 

2.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相关需求及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述了系统在设

计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了上述基础，能够将整个系统所要满足的需求进行

功能上的对应，同时对系统所需满足的非功能性需求也进行了分析与总结，为后

续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设计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3.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了设计，对应着上一部分对医院病历档案管

理系统的需求进行功能上的设计。系统的结构主要具有病历文件管理模块、个人

病历管理模块和病历统计管理模块。 

通过病历文件管理模块能够实现能够对病历发送、病历接收、病历签报、以

及病历转发督办功能。个人病历管理模块具有患者挂号信息管理、患者病情检查

结果管理、诊断结果管理、施药信息管理以及历史文件归档等功能。病历统计管

理模块则主要具有病历电子化存档、病情年龄分析、病情种类统计这三大功能。 

最后，通过系统的架构优化设计和模块化设计的理念，本文提出了系统架构

和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方案，实现了系统的数据库的设计。 

4.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对医院病历管理系统用 C#进行实现。 

使用 B/S 架构，完成了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研发，同时通过相应的实现

工作和部署对新产品进行了上线。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保证了该系统能够对的

医院的正常运行没有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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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共六章，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对医院病历

档案管理系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同时对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相

关工作事项的总结。 

第二章：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主要是对本文所涉及的医院病

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了需求方面上的深入分析。通过对系统的功能可行性和各个

流程的可靠性安排，能够从信息安全、系统工作效率等方面对系统的相关需求进

行良好的分析。通过这种方式，为后续章节所涉及的相关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章：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设计。主要完成对系统的设计工作。通过

上一章对整个系统需求上的全面分析，能够实现体系框架和结构上对系统各个模

块的全面设计。然后对系统的数据库结构进行了设计。 

第四章：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实现。首先对该系统的开发环境进行了详

细的说明。在这基础上，通过代码对各个模块和功能进行了编写，从而将整个部

署和开发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通过对整个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实现，保

证了该系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能够正常的工作。 

第六章：总结与展望。主要是对本文的相关工作进行全方位的总结，对整个

系统的设计和实现进行了论述，同时对下一步所需的工作进行了合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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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目前是医院数字化构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利用病历档案管理的方法能够让整个系统在医院中得以应用。通过这种方式能够

让该系统在医院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从而提高现有的工作效率。在对传统的工作

方式进行改进的同时能够让系统具有较强的规范性。本文的第二章中按照现有的

医院档案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的需求进行详细地研究

与分析。 

2.1 可行性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相关的计算机水平不断的提高，系统的使用者对一款软件

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为苛刻。在这种情况下，系统的使用者往往会在系统成本投

入方面进行思考，同时还会考虑整个系统在日后能够得到的收益，所以在对一款

系统进行设计的时候，需要能够让系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管理能力。本节将主

要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整个使用环境中的可行性和需求进行详细地分析。 

1.社会的可行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使用习惯

也随之不断地改变着。因此医院的病历档案管理系统也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

进步而向着数据化的方向进行着不断地革新。目前所使用的传统病历档案管理模

式已显然不符合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应用背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计算机技术能够极大化的对医院中的病历档案系统进行管理，从

而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大幅度的提高医院病历档案管理工作效率，从而降低财务方

面上的预算和各种资源的开销。所以设计并实现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对社会具

有非常高的可行性，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2.经济方面上的可行性 

因为本文中所涉及的医院档案管理系统是为医院设计的，所以对于该系统所

产生的成本及相关的经济方面因素，都要进入我们可行性的讨论范围之内。从现

有的条件出发，医院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对各大医院具有重复性的工作进行有效的

简化和代替，从而为各大医院的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减少大量不必要的开销和花

费。从实际情况出发，本文所设计的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能够对所要进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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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行更为精细、高效、科学的管理。因此该系统的开发和实现能够获得更多的

经济效益，为整体的医院收益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本文设计并实现的医院

病历档案管理系统有着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可行性。 

3.方法可行性 

为了能够对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进行很好的实现，本文主要应用了 B/S 架

构对该系统中涉及的各大功能模块是进行完整的设计。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

开发过程中使用到了开源的相关框架，利用开源的相关框架能够有利于在开发过

程中对相关技术细节实现有效的查询，同时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够对所面对的问题

和困难进行快速的解决。开源的框架能够帮助开发者在很多成熟的插件基础上对

整个系统进行设计和实现，有着很好的引领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系统开发

过程在时间上具有更多的剩余，所以本文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采用这种方法是非

常可行的。 

2.2 系统的功能需求分析 

基于 B/S 架构下的医院病历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实现，其主要内容是要为目前

我国医院提供一个病历档案管理的平台。通过这一架构和平台能够提供相关的功

能，保证我国医院目前的病历档案管理系统在规范化的道路上正常运转。医院病

历档案管理系统在提高医院各项工作的效率同时，还能够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对医

院传统的病历档案管理模式进行改革，通过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来对传统的手工工

作方式进行有效的替代。上述所说的替代，不仅是大幅度地对信息的安全性进行

提高，同时还能够对医院档案管理的工作质量进行有效的保证。 

2.2.1 病历文件管理 

在医院病历档案管理系统中并利用文件管理功能能够实现该系统的基本功

能。在对该系统进行设计的同时必须要对病历文件管理功能进行全方位的实现。

病历文件管理功能主要通过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对每一位患者的病历文件提供

统一的管理服务，通过病历文件管理功能能够实现线上办公打造出一个在线平

台。病历文件管理功能能够进行病历发送、病历接收、病历签报、病历转发督办

等功能操作。图 2-1 是病历文件管理的用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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