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模板7
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
么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一

1、医生到挂号室的死亡证明存放处领取死亡证明。

2、医生按规范填写死亡证明，填写好后加盖诊断证明章。

3、填写好的'死亡证明2日内交给直报人员，直报人员进行审
查7日内上报疾控中心，上报完成后了封存在办公室长期留存。

我院死亡证明每年用量较少，根据实际情况，我院的死亡证
明的编号有办公室、直报人员统一编号，发放责由填写医生2、
3、4联发放给死亡家属。

1、医疗机构因指定相关专业人员负责死亡病人的死因编码工
作

3、各级医疗机构应在7天内完成死因编码和网络直报，不具
备网络直报的条件的医疗机构应于7天内完成死因编码并填写
完整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病例报告卡》送交市、
县cdc，市、县cdc应在当天网络直报。

4、医疗机构在报告死亡原因时，必须写明直接死因、根本死
因并按标准进行编码。

1、报告单位应妥善保存死因登记信息原始资料，填报的《死



亡医学证明书》由录入单位档案管理要求长期保存。

2、报告单位应定期下载或查看个案数据和储存本单位网络上
报的原始数据库，并采取有效方式进行数据的长期备份。

3、死亡统计资料或分析信息的管理和使用相关单位应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不
得擅自公布。

4、对于需要使用死亡信息的，应由申请人按有关行政审批程
序进行审批，申请书应明确信息的用途、范围、时段和类别。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二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策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
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磷恰在此
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入幕。李白入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
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
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
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
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
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
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
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
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
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
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完全出乎意
料。因为当时永王幕下的武将均巴得到了重用。事情之所以
发生变故，可能与崔涣、张镐这批人的失势有关。至德二
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
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由于李白在海内
素负盛名，此行沿路受到地方官的宴请，大家都很尊重他，
并没有把他看做一个遭流放的'罪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
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
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
《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
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
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
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
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
生。上元二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
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
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
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 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
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
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
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
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
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
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
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
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
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
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
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三

一、 工作流程及各部门职责

1. 医生到挂号室的死亡证明存放处领取死亡证明。

2. 医生按规范填写死亡证明，填写好后加盖诊断证明章。



3. 填写好的死亡证明2日内交给直报人员，直报人员进行审
查7日内上报疾控中心，上报完成后了封存在办公室长期留存。

二、死亡医学证明书的编号、发放、回收管理制度

我院死亡证明每年用量较少，根据实际情况，我院的死亡证
明的编号有办公室、直报人员统一编号，发放责由填写医生2、
3、4联发放给死亡家属。

三、证明书填写要求

四、死因编码、直报要求

1. 医疗机构因指定相关专业人员负责死亡病人的死因编码工
作

3. 各级医疗机构应在7天内完成死因编码和网络直报，不具
备网

络直报的条件的医疗机构应于7天内完成死因编码并填写完整的
《死亡医学证明书》《死亡病例报告卡》送交市、县cdc，市、
县cdc应在当天网络直报。

4. 医疗机构在报告死亡原因时，必须写明直接死因、根本死
因并按标准进行编码。

五、原始卡片的.保存要求

1.报告单位应妥善保存死因登记信息原始资料，填报的《死
亡医学证明书》由录入单位档案管理要求长期保存。

2. 报告单位应定期下载或查看个案数据和储存本单位网络上
报的原始数据库，并采取有效方式进行数据的长期备份。



3.死亡统计资料或分析信息的管理和使用相关单位应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不
得擅自公布。

4.对于需要使用死亡信息的，应由申请人按有关行政审批程
序进行审批，申请书应明确信息的用途、范围、时段和类别。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提高疾病监测系统的预警能力，及
时发现诊断不明、可能死于传染病的病例，主动采取措施控
制疫情。同时了解本院死亡病例的死因构成，分析其动态变
化趋势，加强对可能发生的疫情等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
病的防范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1、在医疗过程中患者死亡后，须填报《死亡病例报告卡》，
对死亡案例进行死因医学诊断并由诊治医生填报《死亡医学
证明书》。

2、医务处组织有关专家对死亡病例进行实地调查核实，采集
病史，并在死亡证明书上加盖公章。

3、诊治医生在开具死亡证明书后3天内，病案室应完成死因
编码工作。

4、网络直报人员在开具死亡证明书后7天内完成网络直报工
作。在进行直报时要认真填写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
职业、发病日期、诊断日期、报告日期、报告单位；死亡信
息：死亡日期、死亡原因（直接死因、根本死因、与传染病
相关的死因及不明死因）。对于不明原因死亡病例，要在
《医学死亡证明书》背面〈调查记录〉一栏填写病人症状、
体征。

5、病案室做好原始死亡医学证明书的保存与管理，协助县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6、医务处要定期检查各科室死亡报告情况，并对预防保健科
网络直报工作进行定期督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炭山乡卫生院

2012年1月5日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四

93例，辖区共报告 93例，漏报 0例，漏报率是 0%。其中与
相关部门核对得到死亡病例 93例，查出漏报0 例；电话或入
户调查得到死亡 93例，查出漏报 0例。

次，门诊日志登记 人次。出入院登记人数 ，院内死亡病例
登记数2例，报告死亡数 2例。

5730次，门诊日志登记 5730人次。死亡病例登记数 91例，
报告死亡数 91例，要求登记率达100%，死亡医学证明填写率
达100%，报告及时率达100%，报告完整率达100%、准确率
达100%。

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排人员参加各行政村卫生室的死因监
测工作会议，了解存在的问题并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和协调。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五

（一）部队管理是一项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贯
穿于日常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如果在长期抓、抓长
期上做得不够，缺乏动态观念，把过去抓得好等同于现在抓
得好，现在不出事等同于将来不出事，那么出事是必然，出
问题是迟早。



影响单位全面建设。

（三）管理工作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没有“淡季”、“旺
季”之分，只有全时抓，从严抓，才能常太平。基层有一种
说法：年初出事，白干一年；年尾出事，一年白干。可见，
一旦出问题必将对单位造成严重影响。但对于我们战士个人
来说，不论什么时候出事，那影响的不仅是一年两年，严重
的可能影响一个家庭，影响自己一生。所以，不论从哪个角
度，都容不得我们管理者有任何疏忽。否则，危害的将是集
体和我们的战士的利益。

（四）落实制度，从严管理就是对战士的最大关爱。一道规
章制度就是一道防线，遵守规章制度可能麻烦多一些，自由
少一点，但他可以保证战士的成长进步，保证战士的安全。
在落实制度上要坚持高标准，不放松，不放宽尺度，不搞下
不为例。对违反制度规定的，哪怕没酿成后果也要严肃批评
和处理，以儆效尤。通过xxxx违纪一事，让我更加清醒的认
识到：对单位和个人最大的负责任就是严格管理，严格要
求。xxxx同志违纪所受到的严厉处理，对他本人及全体战士也
是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违规处罚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有情。

也向营党委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责任心，兢
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带领连队以更高的标准，更优异的成
绩回报组织的信任和同志们的关心。

xxx年xx月xx日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六

第一条甲方将下列土地及建筑物无偿赠与乙方。

不动产标示：

（1）土地：



坐落于__市__路__号

面积：__平方米

（2）建筑物：

木造瓦屋二层：一楼：__平方米

二楼：__平方米

第二条前条的赠与于甲方死亡时生效，赠与物件的所有权亦
于当时归属乙方。

第三条甲方应于____年x月x日前会同乙方办理所有权的移转
及保全手续。

第四条甲、乙双方若均死亡，则本契约失效。

第五条乙方若对甲方施予重大的羞辱、或有其他不良行为依
刑法有处罚的明文规定时，甲方可撤除本契约。

本契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立契约人：

赠与人（甲方）：

住址：

受赠人（乙方）：

住址：

____年x月x日



死因工作总结不足与改进篇七

医疗卫生机构的死亡报告管理人员应对收到的《死亡医学证
明书》及网络报告的死亡信息进行错项、漏项、逻辑错误等
检查，对有疑问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必须及时向诊治（填
写）医生进行核实。如实录入死因链及调查记录，确保死亡
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

县（区）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死亡报告管理人员在死亡信息
上报后7日内对辖区内报出的死亡信息进行审核，审核不通过
要注明审核意见，并将错误信息发馈报告单位核实，确保根
本死因判断及icd编码质量。

2、死亡信息的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