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科精益管理与质量控制系统参数要求 

1. 设备名称及用途： 

1.1 系统名称：放射科管理及质量控制系统 

1.2 系统用途：对放射影像检查项目（DR/CT/MG/DSA）进行有效剂量、器

官剂量、病人累计剂量的估算与分析，并提出预警；对放射影像图像

质量、诊断报告进行 AI质控评价，对放射科影像设备（DR/CT/MR/MG/DSA

等）、药品耗材、科研教学、月度质控报告等进行质量管理，实现科室

人员工作绩效、排班考勤智能化操作，减少手工操作。通过放射数据

的自动批量处理，为现代化医院的放射科运营和管理提供大数据支持，

优化放射检查的分配和流程，提升科研能力和产出水平，提升整体工

作效率和管理层次。 

2. 主要功能及软件技术参数要求： 

2.1 系统为 B/S架构，通过浏览器访问； 

2.2 单条 DR 数据计算时间≤12s、单条 CT 数据计算时间≤5s、单条 MG 数

据计算时间≤5s； 

2.3 支持系统用户信息管理； 

2.4 配备软件运行支持系统； 

2.5 放射剂量分析管理系统： 

2.5.1 剂量估算分析，可用于 DR、CT、MG 、DSA等放射设备； 

2.5.2 多维度呈现病人信息、设备参数、曝光参数、患者剂量情况； 

患者器官剂量、吸收剂量、入射剂量分析；对异常辐射剂量数据挖掘、剂量

预警和剂量报警； 

2.5.2.1 显示患者历史累计辐射剂量 

2.5.2.2 显示患者年内累计辐射剂量 

2.5.3 放射剂量大数据深度挖掘：支持多维度搜索、对不同检查室/检查部

位/检查项目辐射剂量进行比较； 

2.5.4 支持放射剂量诊断参考（DRL）水平制定，可按照设备类型、检查部

位、检查方式等维度制定 

2.5.5 放射剂量科研分析； 

2.5.5.1 科研模块包含医学体模，标定照射部位与角度； 

2.5.5.2 接受 PACS系统 DR/CT/MG/DSA 等 DICOM数据获取设备参数、曝光参

数；通过蒙卡算法计算输出有效剂量与器官剂量、支持导入院外 DICOM 

文件； 

2.5.5.3 支持 DR/CT/MG /DSA等设备检查病人的体表入射剂量及器官剂量的

估算； 

2.5.5.4 支持手动编辑设备参数、曝光参数、患者信息进行科研计算，并输



出有效剂量与器官剂量；参数和 3D模型匹配； 

2.5.5.5 大数据统计分析，支持高剂量病人的数据科研分析，支持高质量论

文输出； 

2.6 图像质量评价分析系统 ： 

2.6.1 运用图形图像 AI技术自动评价，非人工评价 

2.6.2 伪彩显示图像分割，详细罗列具体得分/扣分情况； 

2.6.3 支持头部、胸部、腹部、脊柱、四肢等部位的图像质量评价； 

2.6.4 支持 DR/CT/MR/MG等设备的图像质量评价； 

2.6.5 DR设备评价部位数不少于 30 个部位； 

2.6.6 CT设备评价部位数不少于 30 个部位； 

2.6.7 MR设备评价部位数不少于 20 个部位 

2.6.8 不同部位、体位图像质量匹配不同的评价标准； 

2.6.9 支持扣分项原因分析，提醒技师规范化操作； 

2.6.10 图像评价维度包括摄影体位正不正、摄影范围全不全、图像质量指

标、异物、伪影等维度； 

2.6.11 支持调整评价维度分数，可按照设备类型分别调整； 

2.6.12 支持评价页面显示检查曝光详情，便于技师分析总结投照条件导致

的图像扣分； 

2.6.13 支持评价页面显示患者基本信息，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检

查项目等； 

2.6.14 支持按照设备名称、设备类型技师、部位、检查方式等维度统计分

析图像得分情况； 

2.6.15 支持联合呈现患者辐射剂量数据。 

2.7 报告质量评价分析系统  

2.7.1 采用自然语言识别 AI技术评价，非人工手动评价； 

2.7.2 支持事中质控功能，医生写完报告＜2秒给出质控结果 

2.7.3 所有放射科诊断报告实现自动评价、自动评分 

2.7.4 支持对放射科所有检查类型的诊断报告评价； 

2.7.5 支持报告描述与报告诊断部分分别评价； 

2.7.6 支持自动报告等级评级； 

2.7.7 支持报告实时查错功能，评价项不少部位缺失、增强错误、结论遗

漏、语言矛盾、测量错误、语法错误、RADS缺失、性别错误、左右错

误等功能； 

2.7.8 支持阳性报告判定、异物/伪影识别功能； 

2.7.9 支持病史摘要功能，不少于超声报告、病理报告、临床诊断等三项

内容；病史信息自动结构化，只匹配当前检查的信息，自动筛选重要

信息，自动判断时间优先级 

2.7.10 支持报告复杂度评价功能； 



2.7.11 支持危急值提醒功能，根据本省危急值评估标准，能够自动识别危

急值上报条件，能够把危急值按照病种分类并进行统计； 

2.7.12 支持诊断符合率自动判定功能，自动核对放射-病理结果并给出符合

意见； 

2.7.13 支持修改、增加、删除等评价纬度； 

2.7.14 支持不同评价纬度差异化扣分； 

2.7.15 诊断报告的及时性评价包括报告书写的及时性、报告审核的及时性、

危急值上报的及时性等三个维度评价。 

2.8 影像设备质控管理系统 ： 

2.8.1 支持放射科全部影像设备的质控管理； 

2.8.2 支持验收检测、状态检测、稳定性检测等数据； 

2.8.3 支持设备的患者检查数、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统计分析； 

2.8.4 支持使用质控数据评价设备的运行状态； 

2.8.5 支持设备经济效益分析功能； 

2.8.6 支持设备保修数据维护，并及时提醒保修即将到期情况； 

2.8.7 支持设备维修记录，包括故障原因、故障时间、故障处理情况、维

修成本等 

2.8.8 支持设备间温湿度记录，支持自动记录和手动记录两种方式，设备

间温湿度异常提醒。 

2.9 药品耗材综合管理系统： 

2.9.1 支持科室库房实时情况、检查室药耗实时情况、患者药耗使用情况

的分析、日/月/年同期对比； 

2.9.2 管理者大屏幕展示界面实时动态显示药耗情况，并支持设备、时间

区间、使用人员等查询比对； 

2.9.3 支持入库及领用功能； 

2.9.4 数据单元可细化到检查室、操作人、患者； 

2.9.5 支持药耗盘点、历史药耗使用数据追溯； 

2.9.6 支持手机端和人脸识别屏两种方式，方便操作，简单、快捷、及时、

准确； 

2.9.7 即将过期药耗预警提示及时使用； 

2.10 工作绩效综合管理系统： 

2.10.1 支持医生/技师/护士绩效管理、支持医技护综合绩效排名及排名变

化、支持绩效维度扣分项排名； 

2.10.2 个人可查询扣分情况； 

2.10.3 不同岗位匹配不同绩效维度，支持科室自定义（医生、技师、护士）； 

2.10.4 支持不同考核维度赋值调整； 

2.10.5 医生绩效评价维度包括诊断报告、审核报告、特检的类型/数量/质

量绩效，岗位绩效、科研教学绩效、社会成就绩效等； 



2.10.6 技师绩效评价维度包括放射剂量、图像评价的类型/数量/质量绩效，

岗位绩效、科研教学绩效、社会成就绩效等； 

2.10.7 护士绩效评价维度包括登记、注射、班次等数量绩效，岗位绩效、

科研教学绩效、社会成就绩效等； 

2.10.8 支持月度、季度、年度绩效数据分析； 

2.10.9 支持按照工作绩效自动分配奖金，减少人工计算错误，节省绩效计

算时间； 

2.10.10 支持奖金的二次分配功能。 

2.11 智能排班考勤管理系统： 

2.11.1 支持一键排班及手动排班功能； 

2.11.2 支持管理者及科员不同权限，大屏幕显示可快速获悉科室人员当前

状态； 

2.11.3 支持分组授权、支持调休/调班、支持综合考勤统计、支持假期管理

功能； 

2.11.4 当前在岗人员显示； 

2.11.5 支持手机端查看班次及请假、调休、调班等功能； 

2.11.6 支持考勤管理，可设置国家法定假期、工龄假期、放射假期、年休

假、欠休假等。 

2.12 月度质控报告管理系统： 

2.12.1 支持月度质控报告自动生成、一键导出 

2.12.2 支持质控遗留问题追踪责任人按时处理 

2.12.3 支持诊断报告初诊符合率及阳性率等数据自动生成 

2.12.4 支持月度质控会议线上记录功能 

2.13 科研教学综合管理 

2.13.1 支持对科研、教学、社会成就等纬度进行管理 

2.13.2 支持科研、教学、社会成就逐项赋分 

2.13.3 支持科研教学个人申请及管理者审批流程 

2.13.4 支持自动生成月度/季度/年度管理积分 

2.14手机端操作系统 

2.14.1支持手机端查阅、录入等操作，直观方便 

2.14.2支持显示排班、考勤、休假等信息 

2.14.3支持月度质控内容手机端录入 

2.14.4支持科室及个人绩效数据展示 

2.15系统服务器： 

2.15.1Windows server2016 及以上系统； 

2.15.2服务器支持 PHP、SQL server 服务，支持 web服务； 

2.15.3配有专业独立显卡； 

2.15.4支持软件客户程序软件；支持 IE8到 IE10版本、以及使用 IE内核或



者 IE兼容模式的其他浏览器；IE11 浏览器需要将本系统加入到兼容性列表

中；  

3. 可以提供至少 6个功能模块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4. 售后服务要求： 

4.1. 从产品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主机保修不少于 36个月，并由厂家出

具相关服务承诺书。 

4.2. 费用：在保修期内由于货物故障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4.3. 响应：供应商应保证在 12小时内对用户提出的问题或故障予以响应

及处理。 

4.4. 终身免费维护和系统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