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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 

2023年 第6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现发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GB 31608-2023）等85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3项修改单。其编号和

名称如下： 

GB 3160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 

GB 3163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 

GB 3161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肽 

GB 1886.23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乳酸链球菌素 

GB 1886.37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甲醇钠 

GB 1886.37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L-蛋氨酰基甘氨酸盐酸盐 

GB 1886.37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ε-聚赖氨酸盐酸盐 

GB 1886.37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辛烯基琥珀酸淀粉钠 

GB 1886.3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蓝锭果红 

GB 1886.36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2S,5R)-N-〔4-(2-氨基-2-氧代乙基)苯基〕

-5-甲基-2-(丙基-2-)环己烷甲酰胺 

GB 1886.3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6-甲基辛醛 

GB 1886.36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胡萝卜素 

GB 1886.36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5-甲基-2-呋喃甲硫醇 

GB 1903.6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碳酸铜 

GB 1903.6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锰 

GB 1903.6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甘油磷酸钙 

GB 1903.6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还原铁 

GB 1903.5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铬 

GB 1903.6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L-肉碱酒石酸盐 

GB 4789.2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 4789.3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酸菌检验 

GB 4789.4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微生物检验方法验证通则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4806.1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 

GB 4806.1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复合材料及制品 

GB 5009.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09.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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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定 

GB 5009.2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N-亚硝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GB 5009.3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3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 

GB 5009.4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中谷氨酸钠的测定 

GB 5009.8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GB 5009.8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烟酸和烟酰胺的测定 

GB 5009.9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盐的测定 

GB 5009.12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2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氧基喹的测定 

GB 5009.14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酰磺胺酸钾的测定 

GB 5009.15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6的测定 

GB 5009.18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米酵菌酸的测定 

GB 5009.21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泛酸的测定 

GB 5009.22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5009.22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4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伏马菌素的测定 

GB 5009.25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素的测定 

GB 5009.27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肌醇的测定 

GB 5009.29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通则 

GB 5009.29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色氨酸的测定 

GB 5009.29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单辛酸甘油酯的测定 

GB 5009.29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β-阿朴-8’-胡萝卜素醛的测定 

GB 5009.28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低聚半乳糖的测定 

GB 5009.29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酸盐和高氯酸盐的测定 

GB 5009.29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K2的测定 

GB 5009.29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钼的测定 

GB 5009.28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胭脂虫红的测定 

GB 5009.29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D的测定 

GB 5009.29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氯蔗糖(蔗糖素)的测定 

GB 31614.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唾液酸的测定 

GB 1269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1930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2992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23790-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报 2023·9 
 

- 3 - 

GB 3161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生产卫生规范 

GB 31604.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GB 31604.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脱色试验  

GB 31604.4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游离酚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纸、纸板及纸制品中荧光性物质

的测定  

GB 31604.5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通则 

GB 31604.58-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9种抗氧化剂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2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及其酯类迁

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9-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多元素的测定和多元素迁移量的

测定 

GB 31604.5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二苯甲酮类物质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5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月桂内酰胺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5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双酚F和双酚S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5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异噻唑啉酮类化合物迁移量的测

定 

GB 31610.1-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颚口线虫的检验 

GB 31610.2-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异尖线虫的检验 

GB 31610.3-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广州管圆线虫的检验 

GB 31610.4-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华支睾吸虫的检验 

GB 31610.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并殖吸虫的检验 

GB 31610.6-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曼氏迭宫绦虫裂头蚴的检验 

GB 1886.9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硬脂酸镁》第1号修改单 

GB 1903.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C磷酸酯镁》第1号修改单 

GB 5009.8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1的测定》第1号修改单 

以上标准文本可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数据检索平台（https://sppt.cfsa.net.cn:8086/db）查

阅下载。 

   

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 

2023年9月6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报 2023·9 
 

- 4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 

2023年 第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自2023年9月20日起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病

进行管理，采取乙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特此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3年9月15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 

2023年 第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桃胶等4种物质申请新食品原

料、丝氨酸蛋白酶等6种物质申请食品添加剂新品种、C.I.颜料黑7等5种物质申请食品相关产品新

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1.桃胶等4种新食品原料 

      2.丝氨酸蛋白酶等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3.C.I.颜料黑7等5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附件1、2、3略，详情请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www.nhc.gov.cn查阅。）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3年9月22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3〕10号 

现发布《血液储存标准》等4项卫生行业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一、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 

WS 399—2023血液储存标准（代替WS 399—2012） 

WS 400—2023血液运输标准（代替WS/T 4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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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项强制性标准自2024年9月1日起实施，WS 399—2012、WS/T 400—2012同时废止。 

二、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 

WS/T 401—2023 献血场所配置标准（代替WS/T 401—2012） 

WS/T 825—2023 血站业务场所命名标准 

上述2项推荐性标准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WS/T 401—2012同时废止。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3年9月5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告 

国卫通〔2023〕11号 

现发布《手术部位标识标准》等3项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编号和名称如下： 

WS/T 813—2023 手术部位标识标准 

WS/T 814—2023 患者体验调查与评价术语标准 

WS/T 815—2023 严重创伤院前与院内信息链接标准 

上述标准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3年9月11日 

 

 

 

 

关于印发医疗服务项目相关财务归集口径规范的通知 

国卫办财务发〔2023〕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疾控局： 

为促进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统一医疗服务项目相关财务归集口径，提高卫生健康行业经济数

据质量，提升数据可比性和可利用程度，我们研究制定了《医疗服务项目相关财务归集口径规范》

（以下简称《归集口径规范》），将《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年版）》与2001版和2012

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中的项目进行匹配衔接，统一项目在医疗收费票据分类、会计科

目分类以及住院病案首页费用分类等财务相关归集口径。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请各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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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将本地现行收费项目与《归集口径规范》中的项目进行匹配，并指导医疗机构做好映射

对接工作。 

  

附件：医疗服务项目相关财务归集口径规范 

（附件略，详情请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www.nhc.gov.cn查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 

2023年9月20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 

国卫办医政发〔2023〕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为维护患者健康权益，保障患者安全，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患者安全管理水平，按照《全面提

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2023-2025年）》有关安排，我委组织制定了《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2023-

2025年）》，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联系人：医政司  王立园、商嗣法 

电  话：010-68792191 

邮  箱：yzygjzlc@nhc.gov.cn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3年9月27日 

 

 

  

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 

为维护患者健康权益，保障患者安全，进一

步提升医疗机构患者安全管理水平，按照《全面

提升医疗质量行动计划（2023-2025年）》有关

安排，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利用3年时间，进一步健全患者安全管理体

系，完善制度建设，畅通工作机制，及时消除医

疗过程中以及医院环境中的各类风险，尽可能减

少患者在医院期间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保障患者

安全。连续3年每年至少完成1轮全院巡检排查和

全院患者安全专项培训，至2025年末，患者安全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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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事件年均大于2.5例次，低风险病种住院患者

死亡率进一步降低。 

二、行动范围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三、行动内容 

（一）确保医疗服务要素安全。 

1.加强药品耗材安全管理。加强药品耗材采

购、储存、调配、使用全程管理，对高警示药品

及易混淆药品，分别存放并设置警示标识，确保

药品耗材存储环境符合要求并处于有效期内，及

时清理过期药品耗材。特别是对机构内制剂、高

警示药物、毒麻精放等重点药物类别加大管理力

度。严格防止假冒伪劣、过期药品耗材流入临床，

严禁重复使用一次性耗材，加强患者自带、外购

药品使用管理。对可重复使用的耗材，加强洗消、

检测管理，及时清除超使用寿命、性能不达标的

耗材。 

2.排查医疗设备设施安全隐患。对本机构使

用的医疗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注相关

设备设施定期保养检修情况、功能状态，特别是

近期进行场地改造、设备设施更新换代、运行机

制调整优化的领域要进行细致排查，对变更后的

设备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发现异常

情况并予以有效干预。对事关生命安全的重点领

域进行事前审查、事后检测、定期巡检，防止出

现因设备设施失检、失修导致的安全问题。同时，

加强实验室强酸、强碱、腐蚀、有害、易燃、易

爆品的管理，防止腐蚀、灼伤、中毒、水灾、火

灾和爆炸等事件的发生。 

3.规范医务人员管理。加强医务人员规范管

理，明晰各个岗位职责，压实科主任、护士长、

医疗团队负责人、值班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的医

疗安全责任。强化医务人员临床能力评估，严格

按照有关要求对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技术、临床带

教等授权管理，强化进修人员、规培人员、实习

人员以及第三方外聘人员的管理，规范开展临床

带教工作，做好风险把控。 

（二）保障医疗服务过程安全。 

4.强化检查检验安全管理。严格把握各类检

查检验项目的适应症、禁忌症，重点关注无痛检

查、内镜检查、有创检查、运动平板试验、磁共

振、增强显像或造影等高风险、耗时长或有特殊

要求的检查检验项目。在实施检查前，核验患者

情况，确保患者已按要求做好准备；检查过程中，

密切观察患者状态，及时发现并处理意外情况；

检查完成后，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引导或护送患

者返回。 

5.严格诊疗行为安全管理。在各项诊疗服务

过程中，严格把握禁忌证和适应证，严格执行查

对制度，防止诊疗对象、部位、措施发生错误，

重点关注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精神或意识障

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情况。积极开展用药全过程

管理，确保给药的时间、途径、剂量等准确无误，

防止发生药物使用禁忌、配伍禁忌、药物渗漏等

情况，及时处理过敏、呕吐、疼痛等不良反应。 

6.落实患者日常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医疗质

量安全核心制度，加强住院患者评估观察，关注

患者精神心理状态，及时发现患者病情变化并予

以处理，防止患者坠床、跌倒、走失、自残、自

杀或伤害其他人员。加强门（急）诊候诊患者管

理，建立识别高危患者并予以优先接诊的措施。

严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要求，规范实施深静脉血

栓预防，减少院内感染、深静脉血栓栓塞等不良

事件，对接受手术治疗、中心静脉插管、呼吸机

辅助呼吸、长期卧床等高风险患者，实现全覆盖

监测管理。 

7.提高急诊急救能力。按要求在院内重点区

域/部门（部位）配置抢救车、除颤仪等急救药

品和设备设施，保障相关药品、设备设施随时可

用。加强对危急值的管理，保障各种急救绿色通

道通畅，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鼓励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应急救治一键呼叫系统，

组建相对固定的队伍负责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

应急处置。建立医疗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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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死群伤、突发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预案并加强演练。 

8.保障诊疗信息安全。提高对信息安全的重

视程度，按要求对医疗机构内部的信息系统采取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措施，加强账号信息和权限管

理，定期开展文档核验、漏洞扫描、渗透测试等

多种形式的安全自查，防止数据泄露、毁损、丢

失，严禁任何人擅自向他人或其他机构提供患者

诊疗信息。同时，做好信息系统容灾备份，建立

信息系统应急处置预案，并制定医院信息系统局

部或全部瘫痪状况下临床运行处置预案。 

（三）优化患者安全管理机制。 

9.健全常态化管理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患

者安全管理相关组织架构，明确部门及其岗位职

责，建立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并严格落实。

将患者安全工作纳入院周会、质量安全月刊，督

促指导各部门、各科室精准开展患者安全改进工

作。探索建立长效数据动态监测平台，合理应用

质量管理工具，开展回顾性分析、横断面监测、

前瞻性预警，及时识别风险，及早干预，减少不

良事件发生。同时，加强医院投诉管理，建立患

者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强化投诉信息闭环管理，

实现“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 

10.完善不良事件报告处理机制。按照医疗

质量（安全）不良事件（以下简称不良事件）分

类标准（附件2），向国家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

件报告与学习平台（https://quality.ncis.cn/ 

platform-home）上报不良事件信息。加强强制

上报类事件管理，倡导主动上报与积极处置并重

的处理模式，形成非惩罚性报告机制和激励机制。

鼓励医疗机构建立机构内部不良事件信息报告

平台，重点关注医疗质量隐患问题或未造成严重

不良后果的负性事件，对不良事件反映出的安全

隐患开展重点整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不

良事件的发生。 

11.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围绕相关法律法规、

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年度国家医疗质量安全

改进目标、质量管理工具等内容，建立患者安全

培训课程。按年度制定医院患者安全管理培训计

划，实施以提升患者安全为核心的全员教育培训，

加强对非医务人员和第三方服务人员的培训，特

别是加强对直接服务于患者的后勤人员、护理员

的培训。通过院报、学习会、专栏/刊、信息平

台等多种方式提升信息获取和知识传播的持续

性，并在每年世界患者安全日前后组织开展患者

安全集中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全员安全意识与管

理水平。 

12.构建良好患者安全文化。充分发挥文化

建设在患者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导向作用。将构建

患者安全文化纳入医院发展建设总体目标，统筹

规划，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落实安全，主动

报告、有效沟通，从错误中学习的非惩罚性患者

安全管理文化氛围，引导全员积极参与患者安全。

积极开展覆盖患者诊疗全过程的健康教育，引导

患者及家属参与患者安全管理，探索为患方提供

不良事件上报途径。 

四、行动步骤 

（一）启动阶段（2023年9月）。国家卫生

健康委制定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各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进行工作部署和宣贯动员。各医疗机构

制定本单位具体工作措施，并启动行动。 

（二）实施阶段（2023年10月-2025年9月）。

各医疗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开展患者安全改进工

作，按年度进行工作部署和工作总结，逐步健全

和优化患者安全管理工作体系和机制，落实管理

要求，消除患者安全隐患，实现患者安全持续改

进。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于每年10月30日前

将本年度患者安全工作汇总表（附件3）报送我

委医政司。 

（三）总结阶段（2025年10月-12月）。各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患者安全提升专项工

作进行全面总结评估，多渠道、多形式对工作成

效和先进典型进行宣传，将工作中形成的具有推

广价值的好经验、好做法转换为制度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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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推动工作落地。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统

筹指导作用，强化目标导向，将保障患者安全作

为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的重要内容一并推进。

医疗机构要落实患者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将患者

安全纳入医疗质量管理和医院管理制度体系，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人员、分解工作任务、定

期开展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和重

点领域，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主动报告患者安全

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隐患与问题逐项研究，以问

题为导向开展改进工作，将工作落到实处。 

（二）鼓励全员参与，实现多元共治。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巩固

患者安全意识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从多维度、多层面挖掘先进典型，充分宣传推广，

营造良好氛围，充分调动医务人员与社会各界参

与行动的积极性，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医院主

体-社会协同-患者参与”的患者安全多元共建

共治新格局。鼓励行业组织定期组织区域或全国

性患者安全经验交流，推广优秀患者安全管理模

式、案例、工具及患者安全培训课件/视频，营

造良好氛围。 

（三）持续改进提升，形成长效机制。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医疗机构按照“全员意识

强化、全面系统优化、全程积极参与、落实预防

为主、推进持续改进”的原则，运用系统管理方

法，从顶层设计、管理制度、工作流程等方面积

极总结先进经验，构建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形成

预防、处置、反馈、分析、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式，

并将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转化为政

策要求，为医疗安全持续改进工作奠定更为坚实

的基础。 

  

附件：1.患者安全专项行动监测指标 

2.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分级分类

标准 

      3.患者安全专项行动年度工作汇总表 

 

 

 

附件1 

患者安全专项行动监测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属性 计量单位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指标导向

年度患者安全

培训完成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年度患者安全培训完成率=参

与患者安全培训的人数/工作

人员总人数×100% 

本指标重点关注医院针对患者 

安全内容开展培训宣教人员覆

盖情况。 

逐步提升

每百出院人次

报告不良事件

例数 

定量指标 例次 

每百出院人次报告不良事件

例数=不良事件案例上报数量

/同期出院患者总数×100 

本指标反映医院工作人员对不

良事件的识别和报告情况。 
逐步提升

低风险病种患

者住院死亡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低风险病种患者住院死亡率

=ICD 低风险病种患者住院

死亡数/ICD 低风险病种患者

总数×100% 

本指标是诊断为115种低风险

疾病（编码详见《三级医院评

审标准（2022年版）》）的患

者中，死亡患者比例。 

逐步降低

给药差错 

发生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给药差错发生率=给药错误发

生人次数/同期用药患者总数

×100% 

给药错误包括给药对象、品种、

剂量、剂型、时间、途径、方

式、频次等发生错误。 

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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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属性 计量单位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指标导向

药物不良反应

报告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率=药物不

良反应上报人数/实际发生药

物不良反应人数×100% 

反映医院重视用药安全的指

标。 
逐步提升

输血不良反应

报告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输血不良反应报告率=输血不

良反应上报人数/实际发生输

血不良反应人数×100% 

反映医院重视用血安全的指

标。 
逐步提升

医疗器械不良

反应报告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医疗器械不良反应报告率=医

疗器械不良反应上报例数/实

际发生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例

数×100% 

反映医院重视医疗器械安全的 

指标。 
逐步提升

阴道分娩产妇

分娩或产褥期

并发症发生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阴道分娩产妇分娩或产褥期

并发症发生率=阴道分娩产妇

分娩或产褥期并发症的发生

例数/同期阴道分娩产妇的总

数×100% 

反映医院重视住院分娩安全的

指标。 
逐步降低

住院患者医院

内跌倒或坠床

所致髋部骨折

发生率 

定量指标 百分比（%） 

住院患者医院内跌倒或坠床

所致髋部骨折发生率=住院患

者发生院内跌倒或坠床致髋

部骨折的患者例数/同期全部

出院患者总数×100% 

本指标重点关注因跌倒/坠床

而造成医疗伤害的情况。 
逐步降低

 

 

 

附件2 

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分级分类标准 

不良事件严重程度分级 

严重程度分类 给患者造成损害的程度 

Ⅳ类事件（隐患事件）：未发生不良事件 A级：环境或条件可能引发不良事件 

Ⅲ类事件（无后果事件）：发生不良事件，但未造成

患者伤害 

B级：不良事件发生但未累及患者 

C级：不良事件累及患者但没有造成伤害 

D级：不良事件累及患者，需进行监测以确保患者不被伤害，

或需通过干预阻止伤害发生 

Ⅱ类事件（有后果事件）：发生不良事件，且造成患

者伤害 

E级：不良事件造成患者暂时性伤害并需进行治疗或干预 

F级：不良事件造成患者暂时性伤害并需住院或延长住院时间

G级：不良事件造成患者永久性伤害 

H级：不良事件发生并导致患者需要治疗挽救生命 

Ⅰ类事件（警告事件）：发生不良事件，造成患者死

亡 
I级：不良事件发生导致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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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患者安全专项行动年度工作汇总表 

填报省份：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纳入统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家 

排查重点部门（科室） 

部门名称 
血液透

析室 

手术 

室 

消毒供 

应室 

重症监 

护病房 

新生

儿科 

新生儿

重症监

护病房

产科

（含产

房）

急诊科
内镜

室

临床检验实

验室 

麻醉恢 

复室

其他临 

床科室 

供氧

系统 

供电

系统

其他部

门场所

发现隐患 
数量                

已消除隐 
患数量                

 

事项 

患者安全培训情况 患者安全管理情况 
患者安全绩效管理落实

情况 
系统持续改进情况

全员培 

训次数 

专项培 

训次数 

合计培训

人次数 

建立院内

不良事件

报告系统

院内不良

事件报告

数量 

发生强制上

报类不良事

件数量 

院内通报表

扬或绩效奖

励人次 

院内行政

处罚人次 

新增制定文

件、方案

修订文

件、方案

数量 
（次数）           

 

填表说明：1.专项培训指由医疗机构或其内设部门组织的一定人员范围的患者安全专项培训。 

2.合计培训人次数为全员培训和专项培训人次数之和。 

 

 

 

关于公布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的通知 

国卫医政发〔2023〕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科技厅（委、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军队各级卫生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意见》，进一步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

根据《罕见病目录制订工作程序》，国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联合制定了《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现印发给你们，供各部门在工作中参考使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    科      技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  家  药  监  局 

国 家 中 医 药 局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202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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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序号 疾病名称（中文） 疾病名称（英文） 

1 软骨发育不全 Achondroplasia 

2 获得性血友病 Acquired hemophilia 

3 肢端肥大症 Acromegaly 

4 成人斯蒂尔病 Adult-onset Still disease 

5 Alagille综合征 Alagille syndrome 

6 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Alpha-1-antitrypsin deficiency 

7 ANCA相关性血管炎 ANCA-associated vasculitis 

8 Bardet-Biedl 综合征 Bardet-Biedl syndrome 

9 白塞病/贝赫切特综合征 Behçet's disease 

10 蓝色橡皮疱样痣 Blue rubber bleb nevus 

11 CDKL5缺乏症 CDKL5-deficiency disorder 

12 无脉络膜症 Choroideremia 

13 慢性炎性脱髓鞘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 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14 肾透明细胞肉瘤 Clear cell sarcoma of kidney 

15 冷凝集素病 Cold agglutinin disease 

16 先天性胆道闭锁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 

17 先天性凝血因子VII缺乏症 Congenital factor VII deficiency 

18 
冷吡啉（冷炎素）相关周期性综合征/NLRP3相关自

身炎症性疾病 

Cryopyrin associated periodic syndrome/ NLRP3-

associated systemic autoinflammatory disease 

19 皮肤神经内分泌癌（梅克尔细胞癌） 
Cutaneous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Merkel cell 

carcinoma) 

20 皮肤T细胞淋巴瘤 Cutaneous T-cell lymphomas 

21 胱氨酸贮积症 Cystinosis 

22 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23 嗜酸性粒细胞性胃肠炎 Eosinophilic gastroenteritis 

24 上皮样肉瘤 Epithelioid sarcoma 

25 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 Facioscapulohumeral muscular dystrophy 

26 家族性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27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28 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 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a 

29 脆性X综合征 Fragile X syndrome 

30 神经节苷脂贮积症 Gangliosidosis 

31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32 胃肠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33 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 Generalized pustular psoriasis 

34 遗传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Genetic hypoparathyroidism 

35 巨细胞动脉炎 Giant cell arteritis 

36 骨巨细胞瘤 Giant cell tumor of bone 

37 血小板无力症 Glanzmann thrombasthenia 

38 胶质母细胞瘤 Glioblast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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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疾病名称（中文） 疾病名称（英文） 

39 高林综合征 Gorlin syndrome 

40 化脓性汗腺炎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41 早老症 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 

42 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 Inflammatory myofibroblastic tumor 

43 Leber先天性黑矇 Leber congenital amaurosis 

44 Lennox-Gastaut 综合征 Lennox-Gastaut syndrome 

45 角膜缘干细胞缺乏症 Limbal stem cell deficiency 

46 恶性高热 Malignant hyperthermia 

47 恶性胸膜间皮瘤 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48 黑色素瘤 Melanoma 

49 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Metachromatic leukodystrophy 

50 单基因非综合征性肥胖 Monogenic non-syndromic obesity 

51 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52 发作性睡病 Narcolepsy 

53 神经母细胞瘤 Neuroblastoma 

54 神经纤维瘤病 Neurofibromatosis 

55 神经元蜡样脂褐质沉积症 Neuronal ceroid lipofuscinosis 

56 神经营养性角膜炎 Neurotrophic keratitis 

57 骨肉瘤 Osteosarcoma 

58 天疱疮 Pemphigus 

59 新生儿持续肺动脉高压 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 of the newborn 

60 嗜铬细胞瘤 Pheochromocytoma 

61 PIK3CA相关过度生长综合征 PIK3CA related overgrowth syndrome 

62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Polycythaemia vera 

63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64 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 Primary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65 原发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缺乏症 Primary IGF1 deficiency 

66 原发性免疫缺陷 Primary immunodeficiency 

67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Primary myelofibrosis 

68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69 进行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 Progressive fibros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70 复发性心包炎 Recurrent pericarditis 

71 早产儿视网膜病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 

72 Rett综合征 Rett syndrome 

73 短肠综合征 Short bowel syndrome 

74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75 系统性肥大细胞增多症 Systemic mastocytosis 

76 大动脉炎/多发性大动脉炎 Takayasu arteritis 

77 腱鞘巨细胞瘤/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 
Tenosynovial giant cell tumor/Pigmented villonodular 

synovitis 

78 地中海贫血（重型） Thalassemia major 

79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80 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 Transthyretin amyloid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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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疾病名称（中文） 疾病名称（英文） 

8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周期性综合征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associated periodic 

syndrome 

82 肿瘤相关骨软化症 Tumor-induced osteomalacia 

83 Von Hippel-Lindau综合征 Von Hippel-Lindau syndrome 

84 血管性血友病Ⅲ型 Von Willebrand disease type3 

85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淋巴浆细胞淋巴瘤 
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 

86 West综合征/婴儿痉挛综合征 West syndrome/Infantile spasms syndrome 

 

 

 

 

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 年版）的通知 

国卫财务发〔2023〕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疾控局：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

1431号）和国家医保局等4部门《关于做好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医保

发〔2019〕79号）提出的工作要求，我们研究制定了《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年版）》

（以下简称《项目技术规范》）。 

请各地卫生健康、中医药、疾控部门利用好《项目技术规范》，结合工作实际，完善本地现行

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缺失和不明确的要素内容，标化口径，积极协商同级医疗服务价格主管部门，

统一行业标准，指导医疗机构规范收费行为；参考《项目技术规范》中的基本人力消耗及耗时、技

术难度、风险程度、人力资源消耗相对值等要素，做好行业基础工作，积极协商有关部门推动理顺

医疗服务项目比价关系；指导医疗机构规范申报新增价格项目，科学测算新增项目成本，把好医疗

机构申报新增项目规范关；积极推动医疗机构做好成本测算工作，建立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科学合

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 

现将《项目技术规范》印发给你们，供参考使用。 

  

附件：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术规范（2023年版）   

（附件略，详情请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www.nhc.gov.cn查阅。）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国 家 疾 控 局 

2023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