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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系统动态管理术前物品的实践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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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电子信息系统进行动态管理,提高术前物品准备准确率和效率。方法
 

运用电子信息化技术,在信息系统中增加

物品准备模块,将各术式器械准备项目及各教授组的特殊器械、耗材分类输入电子信息系统,实现资料共享。比较启用信息系统

前后各116例手术的物品准备准确率、准备时间、巡回护士出室取物次数、耗材回退件数及漏收费发生率、医护满意度。结果
 

启

用信息系统后物品准备准确率及医护满意度显著高于启用前,物品准备时间、巡回护士出室取物次数、耗材回退件数、漏收费发生

率显著低于启用前(均P<0.01)。结论
 

利用信息化系统动态管理术前物品,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为手术室高效运

转提供了良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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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前物品准备是手术室的一项基本工作,为手术

顺利进行提供保障[1]。随着器械不断更新和医生技

术的成熟,外科手术日趋向微创、疑难的纵深方向发

展,专用配套器械设备增多,大量一次性耗材的使用,
使得每台手术使用的物品种类多达几十种甚至更多。
由于手术种类繁多,专科器械分类细致,每组手术医

生使用器械和耗材习惯不同,使得手术的物品准备更

加个性化、多样化、复杂化,且随时会动态变化,护士

术前备物的压力增加。手术量的不断增多对物品准

备的准确率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管理在医

院管理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给医护人员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我院将电子信息化技术运用

到术前物品准备中并进行动态管理,有效提高了工作

效率和工作质量,为手术室高效运转提供了良好保

障。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为一所大型专科三级甲等医院,
共有手术间26间,年手术量约2.6万台。护士78人,
无菌室管理员4人,常规器械由无菌房管理人员准备,
特殊器械及耗材由当台手术器械护士准备。分11个

专科组,分别为头颈组、乳腺组、胸科组、胃胰组、肝胆

组、妇科组、肠科组、颅脑组、骨科组、泌尿组、机器人

组。每个专科组有不同教授组,共有教授组58组。本

次研究每组选2台手术,均为恶性肿瘤根治术。选取

实施前2个月(2017年5~6月)与实施后2个月(2017
年9~10月)的手术各116例,为防止偏倚,实施前后

的手术均为相同类型、相同教授组的相同数量进行比

较,实施前设为对照组,实施后设为观察组。
1.2 实施方法

对照组器械准备由护士和无菌室管理人员凭经

验、记忆或自备笔记本方式进行物品准备,填写纸质

耗材申请使用表领取耗材,一式两份,器械护士及无

菌室管理人员各执一份,手术结束后器械护士填写使

用情况并将未用耗材归还无菌室,管理员核对无误后

回收表单。观察组使用电子信息系统动态管理术前

物品准备,具体如下。
1.2.1 信息系统的创建 ①设计模块。在手术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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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中根据要求自行研发“手术备物管理系统”,
分为物品准备模块和耗材管理模块。物品准备模块

设三级管理内容:所属专科-手术名称-教授组,手
术名称下对应常规手术器械,不同教授组对应特殊器

械及使用耗材。耗材管理模块分申领、使用、回退三

部分,与手术排程相关联。②核实资料内容与编辑。
由专科组长及各专科资深护士负责收集本专科各手

术类别的术前物品准备资料,与手术医生进行核实并

反复检验后确认各手术名称下常规手术器械,各教授

组的特殊手术器械及耗材内容,包括物品名称及具体

数量,录入计算机进行排版,共包括11个手术专科主

目录,各专科的手术名称为子目录,子目录下再以教

授组为分目录。子目录对应内容为常规器械,分目录

对应内容分别为特殊器械和高值耗材。
1.2.2 信息系统使用与管理 ①每个手术间及无菌

室均配有计算机,手术室护士及无菌室管理人员可通

过输入工号、密码由信息系统登录后,进入物品准备

版块,可根据自己当天的手术名称由目录进入查询,
也可在搜索栏目直接输入手术名称或教授名称进行

查询。根据对应的的物品准备内容进行备物。②高

值耗材申领与管理。器械护士查询该手术所需耗材

目录后,根据手术排程,选择患者后进入耗材管理模

块,复制该目录点击生成配货单,如有改变可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增项或减项,无菌室管理人员根据配货单

提前准备以备发放。手术结束后,巡回护士在使用栏

登记术中使用的耗材名称和数量,系统自动生成耗材

回退单(系统自动将领用数量减去使用数量后的剩余

数量,计算好需要回退的耗材名称和数量,已全部用

完的则无需人工选取和计算),点击后保存。与无菌

室管理员交接回退耗材。模块还可按手术名称、手术

科室、耗材类型及名称进行日统计、月统计、年统计,
作为出入库管理依据。③试运行。系统创建后进行

为期2个月的试运行,培训员工正确使用该系统,在
实践中对模块设计及内容进行修改及完善,发现问题

及时联系工程师调整处理,以保证正式运行顺利。自

2017年9月正式运行。④系统动态管理。常规器械

变化较少,设计为只读模式,护士可浏览,不可修改,
如欲更改,需经专科组讨论确定后由专人负责更改。
特殊器械及耗材变化较多,设计为可编辑模式,尤其

是高值耗材,每个教授组都不同,且时常变换种类及

数量。如器械护士认为目前已确认项目及数量变更,
可直接更改,且系统会记录并显示更改时间及更改人

员工号、姓名。显示姓名信息的目的是为防止随意、
不负责任的更改情况发生。
1.3 评价方法 ①术前物品准备准确率及所需时

间。使用自制查验表,内容包括日期、手术名称、教授

组、备物总件数、漏备物品件数,巡回护士填写并统计

术前物品准备准确率(统计每台手术的准确率,取均

值);备物时间从开始备物至完成备物结束,由研究者

记录备物时间。②巡回护士出室取物次数、高值耗材

回退件数及漏收费发生率。无菌室管理员分别记录

每台手术中因备物缺漏所致巡回护士出室取物的次

数、高值耗材回退的件数,统计每组手术中漏收费发

生率。③医护满意度。自行设计满意度调查表,手术

结束后调查主刀和第一助手2名医生,器械护士和巡

回护士2名护士,当场回收。医生满意度内容包括器

械准备、专用器械准备、耗材准备、护士在岗情况4个

条目。护士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术前物品准备的

便利性、正确性、高效性3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
点评分法,非常满意计5分,满意计4分,一般计3
分,不满意计2分,非常不满意计1分,总分分别为

4~20分,3~15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x±s)或中位数(M)及四分位数

(P25,P75)表示,行t检验或 Mann-Whitney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及百分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检

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术前物品准备准确率及备物时间比较 见

表1。
表1 两组术前物品准备准确率及备物时间比较

x±s

组别 手术例数
物品准备

准确率(%)
术前备物

时间(min)
对照组 116 71.29±8.48 5.17±0.98
观察组 116 90.57±7.53 4.41±0.89

t 18.304 6.154
P 0.000 0.000

2.2 两组巡回护士出室取物次数及高值耗材回退件

数、漏收费发生率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巡回护士出室取物次数及高值耗材回

退件数、漏收费发生率比较

组别
手术

例数

出室取物次数

(次,x±s)
耗材回退件数

[M(P25,P75)]
耗材漏收费发

生率[例(%)]
对照组 116 4.86±0.913.00(0,2.00) 13(11.21)
观察组 116 1.22±1.061.50(3.25,5.00)2(1.72)
统计量 t=28.076 Z=-12.921 χ2=8.624
P 0.000 0.000 0.003

2.3 两组医护满意度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医护满意度比较 分,x±s

组别 医生满意度(n=232) 护士满意度(n=232)
对照组 14.33±1.18 10.48±1.40
观察组 17.13±1.50 12.26±1.54

t 15.816 9.162
P 0.000 0.000

3 讨论

术前物品准备是手术顺利开展的前提,准备不及

时会导致手术时间延迟。物品准备遗漏,轻则影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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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展,重则耽误抢救工作开展,危及患者生命;同时

还会导致巡回护士频繁进出手术室,增加护士工作

量,影响层流洁净手术间的气流,增加患者感染风险。
目前,一方面手术量大幅增长,外科手术新技术新项

目不断涌现,器械仪器设备更新换代快,手术用物数

量多、用量大;另一方面手术难度变大、节奏变快,手
术医生要求更高,手术医生个人习惯特性不同,且随

时变动[3]。传统依靠经验记忆等方法准备术前用物

已不能满足手术需要,易发生手术用物遗漏,严重影

响手术室工作质量和效率[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管理手段已越来越多地应用

于医院管理的方方面面,为医护人员带来便利[5-6]。
建立信息系统对术前物品准备实行动态管理,实现了

资源共享、资料实时更新、易于保存等优点,帮助护理

人员做好术前准备工作,是电子信息化在手术室管理

中的良好实践。
信息化动态管理能缩短准备时间,提高物品准备

的准确率,提高手术室工作效率。本研究显示,应用

信息化动态管理后,手术物品准备时间缩短,物品准

备的准确率得到有效提升,与付丽明等[7]的结果相

似。我院手术量大,术式多,护士在不同的教授组和

术式间不停轮换,要记忆的东西非常多,而记忆是有

时效性的,当护士长时间不做该类或该教授组的手术

时,对于该手术的备物内容是不确定或不准确的,手
术医生不定时更改的用物习惯使得物品准备不符或

不全的发生率比较严重。启用信息化系统后,护士提

前根据排程查询当日手术的备物内容,做到备物准确

及时,减少了口头询问或不确定造成的时间延误,杜
绝了因物品准备不全造成不良事件的发生,提高了工

作效率。
信息化动态管理减少巡回护士出室取物的次数,

降低手术室感染的风险,提高了手术配合质量。研究

表明,层流手术室的人员流动、手术间门不断开关等

会改变手术室的空气流向,引起室外污染物侵入,使
手术间细菌数量增加,是造成患者感染的潜在威

胁[8]。器械护士物品准备齐全可有效减少巡回护士

外出取物的次数及手术间开关门次数,从而降低了因

人员走动增加感染的风险。巡回护士在岗时间增多,
保证物品能及时供应至手术台上,杜绝因等待用物造

成的手术进程延误,因频繁外出取物造成的脱岗、配
合间断,提高了手术配合质量。

信息化动态管理能较好地实现对耗材的管理,减
少损耗及漏收费的发生。随着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医用耗材种类不断增加,更新加快,用量增多,对于高

值耗材的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如何做

好耗材的管理是手术室管理者面临的新挑战。应用

信息系统管理高值耗材是当前的热点之一[9-11]。护

士凭记忆、问询等渠道进行耗材准备时往往出现漏

备、多备、错备的现象。信息化动态管理后,护士可根

据医生习惯实时更新耗材准备内容和数目,实现资源

共享,达到所有护士都能准确备物的目的,减少了因

来回退换货次数多造成的人力和物品浪费。同时,通
过信息系统完成耗材的统计,一旦出现漏收费、多收

费等情况,可及时查缺补漏,杜绝了因收费错误产生

的纠纷及损失,实现了手术室耗材的优质、高效管理。
信息化动态管理应用于术前物品准备提高了医

护满意度。随着手术室专科化进程的推进,手术医生

的用物习惯日益趋向个性化、动态化。信息系统完善

的备物内容及动态更新,使护士针对性地为医生提供

个性化、准确率高的物品,确保关键时刻随时在岗待

命,赢得医生的信任,提高了其满意度[12];护士保证

了齐备的手术用物,将护理工作做到更精细、更主动,
得到了医生的肯定和尊重,提升了其自信心和主动

性。表3显示,观察组医护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均P<0.01)。
4 小结

本研究应用信息系统对术前物品准备进行动态

管理,提高了术前备物的准确率,节省了工作时间,提
高了手术配合质量和医护满意度,同时实现了高值耗

材的优质管理,为手术室管理提供了较好的实践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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