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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泌尿外科专科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精细化管理的效果。方法
 

对泌尿外科专科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实施精细化

管理,包括组建高值耗材管理小组,完善并实施医用高值耗材的管理制度,加强库管员、巡回护士管理及与手术医生沟通等措施。
结果

 

实施精细化管理后,专科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保管和使用合格率显著提高,手术医生对耗材供应的满意度显著提高(均P<
0.01)。结论

 

实施精细化管理,可有效提高泌尿外科专科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的管理质量和手术医生满意度,提升手术室护理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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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外科手术以微创手术为主,主要包括腔内

手术和腹腔镜(含达芬奇机器人)手术。随着手术种

类增多,专科器械分类更加精细,手术医生器械和耗

材使用习惯更加个性化,这使得手术室的器械与耗

材管理更加复杂[1]。如何提高手术室医用耗材管理

质量和效率,既能快速供应手术使用,保证手术顺利

进行和患者安全,同时做到“低耗高效”、提升医生满

意度是手术室护理管理的难点。精细化管理是一种

上下共同追求极致的管理方式,其目标是将管理的

每个环节做到精细化,更加适应现代医院管理的发

展,提高管理水平[2-3]。我科对泌尿外科专科手术室

医用高值耗材实施精细化管理,取得良好的效果,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泌尿外科手术室为独立专科手

术室,包括标准手术间5间。护理人员23名,其中主

管护师
 

3名,
 

护师
 

11名,
 

护士
 

9名;另聘用有专职耗

材管理员1名。年手术量6
 

000余台,以腔内手术和

腹腔镜手术为主。以2018年6月297台手术为对照

组,其中腹腔镜手术103台,腔内手术194台。2019
年6月305台手术为改进组,其中腹腔镜手术113
台,腔内手术192台。两组手术台次及类别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传统管理方法及弊端
  

1.2.1.1 传统管理方法 泌尿外科手术室高值耗材

分为腔内高值耗材(泌尿导丝、输尿管支架、输尿管软

镜鞘、取石篮、经皮肾镜扩张鞘等)和腔镜高值耗材

(一次性使用腹腔镜穿刺器、一次性剪刀、双极钳、吻
合器、闭合器、可吸收自封缝线、hem-o-lock夹等)。
对照组耗材管理采用传统的单链式管理模式,即专科

手术室设耗材库房,聘请1名专职库房管理员,主要

负责高值耗材的出入库清点、登记和保管。3名高年

资护师兼职耗材管理员,每天对各手术间高值耗材柜

内物品进行清点核查,依据消耗量在手术供应电子系

统中向器材科申领各项耗材物品。巡回护士根据当

日手术间内物品使用量去库房领取补充于手术间内。
1.2.1.2 存在的弊端 ①库房管理员由于未直接参

与手术室护理工作,对高值耗材的使用量及使用情况

不能及时了解,因而也不能及时准确的按照需要量准

备以满足手术需要,可能会出现使用比较多的耗材不

够,而不常用的耗材有库存积压的情况。②耗材管理

员需每天对各类高值耗材逐项进行清点与登记,工作

量较大,遇到手术比较集中的时间难以落实,容易流

于形式;巡回护士工作繁忙时也会经常忘记及时进行

补充。③以上各个环节均为独立执行,缺乏衔接和相

互监督,过程管理较为薄弱。
1.2.2 精细化管理方法 ①盘活资产,精准对接手

术需要。将高值耗材进行明确分类,以手术种类划分

为腔内高值和腔镜(机器人)高值两大类。库房管理

员按类别登记造册和保管;打破以往“一刀切”的惯

例,不再对每种耗材备用统一的基数,而是依据手术

高值耗材使用量调整基数,多用多备、少用少备,对于

少数价格较高或使用频率较少的高值耗材,不备用基

数,术前1
 

d按照医生手术申请单临时申领,既可避

免耗材备而不用造成的浪费,也可提高高值耗材准备

的准确性,提高工作效率。②建立可追溯机制。建立

耗材管理小组,除原有的专职库房管理员和3名耗材

管理员外,另设置1名高年资主管护师担任组长。两

大类高值耗材各由1名组员(耗材管理员)专人负责,
组员每日对所负责的高值耗材使用情况进行追溯。
对当日使用的高值耗材及时进行登记,统一申领;每
日依据医生的手术申请单对使用数量较多或贵重耗

材及时通知器材科和库房管理员做好申领准备;对库

存的基数和效期进行清点登记,发现积压较长时间未

使用的高值耗材或使用频繁、需求较大的耗材及时通

知库房,适当调整库存基数。建立巡回护士高值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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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登记制度,每台手术后对高值耗材使用情况进行

核实登记并签名;耗材管理员依据使用登记本和基数

对应核查并签字确认,发现登记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符

合,即刻追溯到人,理清责任,进行改进。③加强培训

与过程监管。建立“手术室高值耗材精细化管理制

度”并组织全科医护人员学习,除护士人人知晓外,组
长和耗材管理员加强与手术医生沟通,主动征求其意

见和建议,并要求其在手术申请单上备注所需主要高

值耗材以便提前做好准备。护理组长每周对高值耗

材管理员的工作不定期抽查,护士长对组长的工作不

定期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找出原因并进行改进,每个

月在质量控制管理会上对高值耗材管理工作进行质

量分析,持续质量改进。
1.2.3 评价方法 比较精细化管理实施前后高值耗

材使用、存储合格率以及医生对高值耗材使用和管理

的满意度。①使用合格:包括高值耗材分类管理合

格、使用合格、消耗补充登记准确、供应及时准确、归
还及时正确5个环节,任一环节未完成为不合格。②
存储保管合格:包括高值耗材分类放置及位置固定、
物品与登记造册内容一致、无过期失效、无积压库存

(存储量最多为1周)4个项目,任一项目不达标计为

不合格。③医生满意度:每个月由护士长采用本科室

自制满意度调查表征求手术医生对高值耗材的保管、
使用、及时、准确以及护士高值耗材服务满意度的评

价,每项20分,满分为100分。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行t检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精细化管理实施前后高值耗材使用、保管合格率

及医生满意度比较,见表1。
表1 精细化管理实施前后高值耗材使用、保管

合格率及医生满意度比较

时间
高值耗材[件(%)]

件数 使用合格
 

保管合格

医生满意度(x±s)
人数 得分

实施前 804 692(86.1) 783(97.4) 38 87.8±4.1
实施后 846 819(96.8) 838(99.1) 40 93.6±3.0
t/χ2 61.624 6.629 3.041
P 0.000 0.004 0.008

3 讨论
 

随着外科手术向专科化、精细化发展,外科手术

医用耗材的管理要求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和精准化。
传统的医用耗材使用和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临床专

科手术室医用耗材的管理要求,需建立并实施更为科

学有效的管理手段[4-5]。精细化管理是在全面质量管

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是以系统论为理论依据,强
调持续的、全程的质量管理,在注重终末质量的同时

更注重过程管理、环节控制的质量管理理论[6-8]。精

细化管理的实施,经一步完善和细化手术室医用高值

耗材的管理流程,提高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的管理质

量,为保障患者手术安全,同时避免医院高值耗材浪

费、耗材漏费现象,提高管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我科通过构建精细化管理团队,对高值耗材按照

腔镜高值和腔内高值耗材进行分类管理,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精细化管理后,高值

耗材的使用和保管合格率显著提高(均P<0.01),说
明精细化管理手段能有效促进手术室护理管理水平

的提升。首先,通过制定手术室高值耗材消耗补充登

记本,督促巡回护士严格按照使用量进行登记,耗材

管理员进行检查督促和签名,实现了耗材使用环节可

追溯。其次,耗材管理员分类别对每日使用的高值耗

材进行统一管理,及时登记、收费、核对,环环相扣,避
免了遗漏或错误发生。再次,耗材管理员加强与库房

管理员的沟通,既保障每日手术的高值耗材供应,又
兼顾高值耗材出入库平衡,保障高值耗材数量和质量

的环节控制,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耗材浪费。另外,通
过对库房改造和人员培训,节约库房管理员每日清点

时间,提高了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强化高值

耗材管理小组和护士长的质量控制管理,进行持续质

量改进,有效保障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精细化管理

的实施过程中,手术室护士与外科医生进行充分沟

通,确认手术申请单中高值耗材备注情况以及所需特

殊耗材备货情况,保证医生手术所需高值耗材及时准

确供应。巡回护士对高值耗材的准备和应用状况做

到心中有数,精准配合,提高手术医生的满意度,保障

了患者手术安全。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细化管理实施

后,医生满意度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

 

对高值耗材实施精细化管理,可有效

提高专科手术室高值耗材的保管和使用质量,提升护

理管理水平。同时,提高手术医生对高值耗材使用和

护理服务的满意度,保障患者手术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李芳.手术室医用耗材精益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

心理医生,2018,24(29):339-340.
                                   

[2] 张立美.优化手术室标本管理流程及改进方案的实施与

评价[J].齐鲁医学杂志,2014,20(18):156-158
 

.
[3] 王健,朱小琪.精细化管理在手术室低值耗材中的应用

[J].实用临床护理学杂志,2018,40(3):149-155.
[4] 周革霞,占莉琳,章爱群,等.手术室植入类高值耗材条形码

管理流程的改进[J].中华护理杂志,2017,52(4):42-45.
[5] 骆如香,陈云超,温秀芬,等.手术室医用高值耗材管理

现状[J].护士进修杂志,2016,31(12):1087-1089.
[6] 唐红兰,程爱荣.持续质量改进在手术室病理标本管理

中的做法[J].中国现代医生,2013,40(27):110-114.
[7] 郭东华,周知,刘绍三,等.1例达芬奇机器人膀胱癌根

治、子宫全切及右肾盂取石术患者的手术配合[J].护理

学杂志,2016,31(20):42-44.
[8] 中华护理学会手术室专业委员会.2019版手术室护理实

践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93.
(本文编辑 丁迎春)

·85·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Aug.
 

2020 Vol.35 No.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