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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1）病历书写保管义务 病历书写保管义务是指医者应当依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书写和保管病历，以避免患者遭受不应有损害的义务。
病历书写和保管行为通常属于医疗行为。
病历是医者制作完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
历。
病历书写和保管是医疗行为的记载及其资料的管理，以致人们极易误认其为非医疗行为。
然而，收集以往病历资料及其储备都是病史采集的措施，是后续诊疗的重要依据，因而具有诊疗目的
。
所以，病历书写和保管行为是医疗行为。
反过来说，违反法律规范致病历遗失、内容错误或缺失而不利于后续诊疗，或因此未考虑先前诊疗措
施和效果而致后续误诊误治时的病历书写和保管就是违反医疗注意义务的行为，也即诊疗上未妥当实
施的行为。
因为，未依法履行病历书写和保管义务极易导致误诊误治。
除此之外，病历还是医疗诉讼的重要证据。
因此，书写病历有“为自己书写证据”之说。
医者违反此种义务时，按常理推论，足以推定相关的已实施行为违反了诊疗规范。
不仅如此，医者违反此种义务时，患方不能单就病历书写和保管事宜独立诉请履行。
因此，病历书写和保管义务属于附随义务中的医疗注意义务。
为此，病历书写和保管受到《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等法规、规章的严格规制。
其中，病历书写、修改的要求是：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书写过程中
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日期，修改人签名。
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除去原来的字迹。
上级医务人员有审查修改下级医务人员书写的病历的责任。
病历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书写并由相应医务人员签名。
病历完成的时限要求是：因抢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时书写病历的，有关医务人员应当在抢救结束后6
小时内据实补记，并加以说明；首次病程记录应在患者人院8小时内完成；主治医师首次查房记录应
于患者人院48小时内完成；入院记录、转科记录、接班记录、手术记录、出院记录、死亡记录等均应
在事发后24小时内完成；常规会诊记录应在会诊申请发出后48小时内完成，急会诊时会诊医师应在会
诊申请发出后10分钟内到场，并在会诊结束后立即完成；日常病程记录要求对病危患者每天至少1次，
病重患者至少2天1次，病情稳定患者至少3天1次。
病历管理的要求是：严禁任何人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抢夺、窃取病历。
病历保存期限的要求是：门诊病历不得少于15年；住院病历不得少于30年。
 （12）诊疗管理和仪器运转保障义务 诊疗管理和仪器运转保障义务是指医疗机构应加强诊疗管理、制
度执行和确保诊疗仪器正常使用，以避免患者遭受不应有损害的义务。
加强诊疗管理才能应急、应变；督促执行诊疗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才能确保医疗质量。
比如，执业资质和转科管理、积极协调各科室关系、督促检查诊疗制度的执行情况、组织重大抢救和
会诊等，都是提高应急反应速度和确保医疗质量的有力措施。
反之，诊疗管理混乱则医疗的效率和质量就会下降，极易导致医疗损害。
规范维护、保养和维修是诊疗仪器正常运转的前提。
其与临床应急、应变和诊疗质量密切相关。
如果诊疗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跟不上，同样容易造成医疗损害。
诊疗管理和仪器运转保障义务具有辅助医疗义务和保护患者的功能，因而属于医疗注意义务。
 2.一般附随义务 一般附随义务，是指非医疗关系中医者应当履行保障患者人格（物质性人格：生命、
身体、健康；精神性人格：肖像、名誉、隐私）和财产权益免遭损害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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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附随义务：“主要是保护患者免于危险，如地板、楼梯的安全措施，使患者免除跌倒的危险，避
免病人遭受其他疾病的感染等。
此外，保护义务还应包括患者死亡后对其遗体的保护义务，如未经患者生前遗嘱或者亲属同意，不得
解剖、摘取器官等。
”①笔者认为，非医疗关系中的附随义务不具有保障医疗权益免遭不应有损害的功能，却具有保障非
医疗权益免遭损害的功能。
此义务不可独立以诉请求履行，只有当医者违反该义务导致患方损害时，才可诉请损害赔偿。
因此，凡在非医疗关系中不能独立以诉请求履行的义务，均属一般附随义务。
根据医疗服务中的习惯称谓和法律规定，笔者把一般附随义务进一步区分为：隐私、名誉、肖像等保
障义务、通知义务、设施安全义务、遗体处置和保护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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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患关系法律分析》是作者多年来系统思考医患关系理论及其制度实践的结晶。
希望《医患关系法律分析》的出版能够对于促进医患和谐、医业发展、医学院校的教学和实习辅导，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司法人员的实际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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