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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武 汉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 汉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武卫通〔2022〕14 号

关于印发 2022 年全市医疗机构综合监管
联合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卫健局、医疗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局，市卫

生计生执法督察总队：

为深入贯彻落实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市卫健委、市

医疗保障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将组织开展联合

检查，现将《2022 年全市医疗机构综合监管联合检查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市医疗保障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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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汉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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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市医疗机构综合监管联合检查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提升综合监管

执法能力和监管效能，进一步促进我市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按照国家、省关于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治理工作的部署以及《关于

推进清廉医院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实现医疗机构全过程、

全行业、全要素、全社会监管，市卫健委、市医疗保障局、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将联合对医疗机构依法执

业、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规范、医疗物价、

药品器械质量管理执行情况、医疗废物、辐射污染防治管理行为

规范等开展检查，具体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按照属地管理、分

类指导的原则，不断拓展医疗机构四全综合监管内容，充分体现

“服务与监督并重”的工作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医疗机构

依法执业行为，严查各类医疗行业存在的乱象行为，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社会满意度。

二、部门职责

卫生健康部门对依法执业、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医疗质量、

合理检查、合理诊疗、合理收费行为开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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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部门对医疗保障基金规范使用情况开展检查。

市场监管部门对医疗物价、药品器械质量管理执行情况开展

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对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以及辐射污染防治

管理行为规范开展检查。

三、检查对象

（一）市级抽查：由市卫健委、市医疗保障局、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检查人员负责对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进行督导抽查，抽查数量不少于50 家，本年度主要抽查对象

包括部省属及市属医疗机构和社会办的美容、眼科、口腔、妇产、

辅助生殖、精神、医养结合等专科医疗机构。

（二）区级抽查：各区卫健局、医疗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生态环境局组织对辖区内门诊部（含门诊部）以上医疗机构

进行抽查，抽查数量中心城区≥10 家，新城区≥6 家,功能区≥

6 家，对投诉举报多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监管对象，

加大抽查力度，抽查对象不与市级重复。

四、检查内容

（一）医疗机构及人员依法执业管理。包括医疗机构依法执

业自查工作落实情况；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档案

建立及日常工作开展情况等。

（二）医疗行为管理。包括医疗质量评价管理；使用适宜技

术和药物，合理诊疗，因病施治规范；大型医用设备检查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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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制度建立情况；对检查的适应症、必要性、检查结果阳性率

等进行评估并在机构内公示情况；药师处方审核和点评，国家监

控药物、抗菌药物、抗肿瘤药物、心血管类药物等使用监测情况

及药品、耗材的跟踪监控和超常使用预警制度执行情况；医疗技

术准入、临床路径管理和卫生技术评估工作开展情况；传染病防

治与医院感染管理；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检查资料共享执行

情况等。

（三）改善医疗服务行为管理。包括院务公开规范化管理情

况监管、执行基本药物制度监管、分级诊疗制度落实情况监管、

临床路径和单病种管理监管、医疗卫生行风监管、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制度监管、医疗机构经济管理监管、医疗费用监测与违规收

费监管等；现场抽检，开展环境、物表、手卫生及医疗器械等消

毒效果监测。

（四）医疗保障基金规范使用情况监管。定点医疗机构落实

医保基金使用内部监督管理主体责任执行情况，包括制度体系建

设、岗位人员配备、基金使用监管考核等；定点医疗机构履行医

保服务协议、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法等执行情

况。

（五）医疗物价、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管理执行情况监管。

包括医疗机构执行物价标准情况。药品（医疗器械）采购渠道合

法；药品（医疗器械）储存符合质量管理要求；特殊药品管理符

合规定、疫苗使用质量安全有保障；医疗机构制剂使用合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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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药品（医疗器械）相关管理制度

建设及执行情况等。

（六）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以及辐射污染防治管理行为

规范监管。包括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建立情况；贮存、转

运危险废物执行规范情况；申报危险废物年度管理计划、医疗废

物年报情况；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情况等。医疗污水排污许可、

污水排放去向、污水排放执行标准、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处理工

艺。辐射污染防治管理等。

五、检查人员

市、区分别建立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综合检查专家库，检查人

员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库包括：

（一）医疗卫生、传染病防控、放射卫生、计生专业卫生监

督人员。主要从市、区专业监督人员库中抽调。发生重大疑难问

题，请省或国家级监督专家支持、指导。

（二）医疗质控中心专家。全市各医疗质控中心专业组成员

作为专家库成员。包括医院管理、医疗质量管理、护理质量管理、

临床、检验、放射、医院感染、传染病防控等各方面专家。

（三）医疗收费专家。以市区大型医疗机构物价收费、审计、

财务方面专家为主。

（四）医保专家。由医保部门组织，包括医保医疗专家、财

务审计专家、数据分析专家。

（五）环保专家。由生态环境部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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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物价、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专家。由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组织。

（七）社会监督员。以社会监督员代表、媒体代表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为主，对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服务行为情况开展检查。

（八）检测机构。邀请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

六、检查方法

检查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双随机”

方式，各部门现场检查按以下方法开展：

（一）卫健部门

1.病历、处方必须由检查组负责人和联络员现场随机抽取。

按照被检查医疗机构科室（或诊疗科目）总数 15%～20%的比例

确定检查科室（或诊疗科目），每科室抽取 20～30份病历，每个

受检单位抽取病历数应控制在60～120 份之间。处方抽查数量控

制在 100～500 份之间。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另外或单独抽取的病

历、处方或其他受检资料，不计算在上述样本量范围内。

2.各组从检查组负责人抽取的病历中查阅。病历、物价专业

如另需单独抽取病历和处方时，应在完成上述最低数量要求的基

础上进行。

3.各组按照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规定检查所有抽取的病历和

处方。病历、处方实行检查登记制度，记录要详细、全面。病历

检查时应执行“一病历一登记”的要求，参加检查人员根据各自

承担的任务，在检查表格中详细填写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处方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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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存在问题的处方笺。病历中反映的问题应在明细单中一并反

馈。检查存在的问题要能对应到科室和个人，便于指导整改。

4.卫生计生监督人员应当仔细全面检查医疗机构有关资质

取得情况和有关设备、技术准入情况，对抽取的所有病历和处方

中涉及的人员资质逐一核查，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二）医保部门

1.提取医保结算数据和医院His数据，制定数据筛查规则，

开展数据统计分析，查找违规问题线索，锁定重点科室及核查重

点内容，确定现场检查的重点病历和相关资料。

2.组织医疗专家开展重点病历和处方的审核，审核病案是否

真实、诊疗是否合理、检查是否合理、用药是否超量等。

3.组织物价审计专家审核医保三目等价格收费情况。

4.现场查阅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内部管理制度及工作台账资

料，开展重点药品、医用耗材进销存审计，进入病区检查人卡是

否相符、诊疗是否真实合理、实际发生项目与收费记账项目是否

一致等情况。

（三）市场监管部门

1.医疗机构前期开展自查，坚持问题导向，排除风险隐患和

管理薄弱环节，在自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自查及整改情况要详

细记录并进行工作小结，以备现场检查时复核。

2.现场检查相关台账资料，核实药品（医疗器械）采购渠道

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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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药品（医疗器械）相关管理制度建设、执行情况及记

录。

4.现场检查药品（医疗器械）储存条件，是否符合产品质量

管理要求；药品（医疗器械）入库验收执行情况；对有特殊储运

要求的药械产品是否核实储运条件符合产品说明书和标签标示

的要求。

5.查看特殊药品、疫苗管理，医疗机构制剂使用是否符合规

定。

6.查看药品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存在使用假劣药品情况，检

查中发现质量可疑的药品可监督抽验;有发现不合格或者质量可

疑的药品时，是否立即停止使用，就地封存，做好记录，并及时

报告;是否及时监测报告药品不良反应。

7.药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情况。组织体系和工作制

度完善，培训工作有针对性，有监测、有记录。有章可循，有据

可查。

（四）生态环境部门

1.医疗废物：

（1）查看管理制度、相关业务培训资料和应急预案。

（2）查看贮存间选址是否远离食品加工区、医疗区、人员

活动区；是否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警示标识，是否定

期消毒、清洁；墙面、地面是否平整、防渗漏；可开启窗是否安

装铁栅栏和纱窗，并配备冲洗设施；是否存在丢弃医疗废物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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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疗废物或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

活垃圾的行为。

（3）查看医疗卫生机构是否按照危险废物转移有关规定通

过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如实填写电子转运联单，记录

医疗废物来源、种类、重量、交接时间、最终去向及经办人签名。

（4）查看湖北省危险废物监管物联网系统医疗机构信息。

（5）查看相关台账资料。

2.医疗污水：现场查看、查阅资料、询问、必要时采样监测。

3.辐射污染防治管理:

（1）现场查看电离辐射警示标志情况。

（2）现场查看安全联锁装置是否正常使用。

（3）查看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情况，查看有关健康档案建

立情况。

（4）现场查看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5）现场查看设备与申报管理台账是否一致。

（6）查看应急预案等资料。

七、实施步骤

（一）制定方案阶段（2022 年 5 月）

各有关部门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工作机制。市区各

部门根据职责完成上述任务要求，拟定2022 年综合监管工作计

划。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2 年 5 月-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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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任务要求及工作计划组织实施。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2 年 11月-12 月）

对全年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并形成工作总结。

八、评分标准

检查项目由依法执业、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行为、医保

基金使用行为管理、医疗物价收费、医疗废物及医疗污水处置行

为规范等六大项组成，总分 600 分。

（一）卫健部门

总分 300 分，由依法执业、医疗质量、改善医疗服务行为三

部分组成。依法执业检查内容及标准100 分，其中机构及人员资

质管理 40%、传染病防控 30%、放射防护管理 20%、母婴保健及

计生管理 10%。医疗质量检查内容及标准100 分，其中医疗质量

管理 50%、医疗质量评价 50%。改善医疗服务行为管理 100 分。

评分细则由市卫健委制定。

（二）医保部门

总分100分，其中医保综合管理35%，医保基金规范使用65%。

评分细则由市医疗保障局制定。

（三）市场监管部门

总分 100 分，评分细则由市市场监管局制定。

（四）生态环境部门

总分 100 分，其中医疗废物40%，医疗污水处置 30%，辐射

污染防治管理 30%。评分细则由市生态环境局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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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结果运用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市场监管和生态环境部门定期通报检

查情况，推进综合监管结果的统筹运用，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

检查结果除现场口头反馈外，各检查组负责人和联络员仔细梳理

各组专家检查结果及意见，形成书面反馈材料，即《医疗机构依

法执业综合监督检查督察意见书》，连同问题明细清单一并交至

医疗机构负责人签收。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进行分类处理。

十、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医疗机构四全综合检查是落实医疗服

务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和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内容。各级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与常态化疫情防控、重点问题专项整治、

大型医疗机构巡察、作风建设、深化医改等中心工作统筹结合，

确保检查工作有序开展。

（二）精心组织实施。市、区要统一标准、统一分工、统一

行动，配齐配强专业人员，严密组织，保证检查质量。要强化相

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和从业人员依法执业意

识。要密切与新闻媒体沟通，精心策划宣传报道，发挥社会力量，

推动综合检查工作向纵深发展。

（三）严格高效执法。对违规情节较重，可能会对患者权益

产生较大影响，或产生较大医疗风险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进

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并将结果纳入机构校验。对违规情节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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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较低，属于管理不到位或者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解决的，限

期整改到位。对存在责任心不强、管理不到位的内设部门和人员，

责成各单位依法依纪落实责任追究。对涉及其他部门处理的违法

行为，依法予以移送。

（四）严明检查纪律。监督执法人员要严格落实快检设备“随

出、随带、随用”的工作要求，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随车纪检

监察制度，运用执法终端及时、准确上传执法信息。所有检查人

员要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规定，认真履行职责，杜绝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现象，确保检查过程和结果公正、公开、公平。

附件：2022 年度市级“四全”综合监管抽查医疗卫生机构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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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市级“四全”综合监管
抽查医疗卫生机构名单

序号 类别 机构名称 辖区 地址

1

部省属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

区）
东湖高新区 光谷三路 58

2 协和医院（东西湖院区） 东西湖区 金北一路 48 号

3 市属 武汉血液中心 硚口区 宝丰一路 8 号

4

区属

江岸区妇幼保健院 江岸区 后湖南路 69 号

5 江汉区妇幼保健院 江汉区
汉兴街道兴业路江汉

人家 A 区

6 硚口区妇幼保健院 硚口区 工农路 6 号

7 汉阳区妇幼保健院 汉阳区
汉阳大道140 号闽东国

际城 3B 座

8 武昌区妇幼保健院 武昌区 首义路街四巷 1 号

9 青山区妇幼保健院 青山区 三弓路 16 号

10 洪山区妇幼保健院 洪山区 虎泉街鲁巷附 72 号

11 东西湖区妇幼保健院 东西湖区 环山路 81 号

12 蔡甸区妇幼保健院 蔡甸区 新福路 7-附 3

13 江夏区妇幼保健院 江夏区 纸坊兴新街 148 号

14 黄陂区妇幼保健院 黄陂区 前川镇百泰路

15 新洲区妇幼保健院 新洲区 城关镇衡洲大道 36 号

16 经开汉南区妇幼保健院 经开汉南区 纱帽街兴城大道3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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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机构名称 辖区 地址

17 武汉市第五医院 汉阳区 显正街 122 号

18 武汉市第九医院 青山区 吉林街 20 号

19 蔡甸区中医医院 蔡甸区 蔡甸街新福路 516 号

20 新洲区人民医院 新洲区 新洲大道 61 号

21 江夏区中医医院 江夏区 纸坊大道 370 号

22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江夏区 文化大道 1 号

23 汉南区人民医院 汉南区 纱帽街兴城大道275 号

24

社会办医

疗机构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互联
网医院） 江汉区 京汉大道 753 号

25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互
联网医院） 汉阳区 四新北路 322 号

26
武汉马应龙中西医结合肛
肠医院（互联网医院） 武昌区 武珞路附六巷 4 栋

27
武汉五和中医医院（互联网
医院） 蔡甸区 枫树二路 88 号

28 武汉市第六医院 江岸区 香港路 168 号

29 武汉紫荆医院 武昌区 和平大道 820 号

30 武汉太康医院 东西湖区 金山大道 87 号 216 栋

31
武汉仁爱合美医疗美容医
院 江岸区 沿江大道 228 号

32
武汉九州丛琳医疗美容医
院 硚口区 解放大道 618 号 1 幢 1

层 5-6 号、2-7 层

33 武汉美尚美医疗美容医院 洪山区 丁字桥南路525 号维佳
星星大厦

34 武汉中翰整形外科医院 武昌区 武珞路 519 附 1号龙丰
大厦 1-3 层



序号 类别 机构名称 辖区 地址

35 武汉江城整形外科医院 武昌区 徐家棚街团结路 9 号

36 武汉华美整形外科医院 硚口区
解放大道 1049 号蓝天

大厦

37 武汉珂信肿瘤医院 洪山区 白沙洲大道 36 号

38 武汉广发肿瘤医院 硚口区 长丰大道 120 号

39 武汉红桥脑科医院 江岸区 发展大道 391 号

40 武汉仁安眼耳鼻喉医院 洪山区 雄楚大道 419 号

41 武汉首佳耳鼻喉医院 硚口区 解放大道 180 号

42
武汉送子鸟中西医结合不

孕症专科医院
硚口区 解放大道 19 号

43 武汉欣悦妇科医院 江汉区 京汉大道 499 号

44 武汉长康妇产医院 汉阳区 汉阳大道 711 号

45 武汉顾连康复医院 江夏区
栗庙路湖北美术学院

对面

46 武汉济民老年医院 江汉区
发展大道198 号武汉市

社会福利综合大楼

47
武汉新洲夕阳红老年病医

院
新洲区

邾城街龙腾大道古城

二路

48 武昌阳光老年病医院 武昌区 杨园街余家头特 1 号

49
湖北六七二中西医结合骨

科医院
洪山区 珞瑜路 279 号

50
湖北中医药大学黄家湖医

院
洪山区 青菱街黄家湖西路1号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