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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病区低值耗材管理效率。方法
 

医院联合第三方共同研发病区智能柜系统,与医院物流管理系统、医院信息系统

连接,第三方配送、以单体称重和定数包扫码方式完成低值耗材的取用。实施6个月后评价效果。结果
 

采用智能柜系统管理后,
病区低值耗材管理时间、耗材管理满意度显著高于智能柜系统管理前(均P<0.01),病区耗材零库存。结论

 

基于病区智能柜系

统的低值耗材管理模式,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提高了耗材管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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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of
 

low-value
 

medical
 

consumables
 

(MCs)
 

in
 

the
 

hospital
 

ward.Methods
 

The
 

hospital
 

collaborated
 

with
 

a
 

third
 

party
 

to
 

design
 

a
 

smart
 

cabinet,
 

connecting
 

with
 

the
 

supply,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ion
 

(SPD)
 

based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and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The
 

low-value
 

MCs
 

were
 

delivered
 

by
 

the
 

third-party
 

and
 

packed
 

into
 

weight-based
 

packages
 

and
 

amount-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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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arcode
 

for
 

scanning.The
 

effec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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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6
 

months.Result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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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rt
 

cabine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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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nag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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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management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0.01
 

for
 

both),
 

and
 

zero-inventory
 

was
 

achieved
 

in
 

the
 

ward.Conclusion
 

Management
 

of
 

low-value
 

MCs
 

using
 

the
 

smart
 

cabinet
 

in
 

the
 

hospital
 

ward
 

effectively
 

improv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
 

of
 

consumables
 

ma-
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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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医院耗材的规范化管理多针对高值耗

材[1-2],而对低值耗材信息化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3],
存在请领过程繁琐,护理人员投入精力多,耗材储存

环境不达标,计价不精准等问题[4-5]。为此,有研究者

研发智能物资柜,采取“医嘱组套”模式将医嘱需使用

的物资进行绑定,实现对专科高值和部分低值耗材的

信息化 管 理[6]。但 低 值 耗 材 品 类 繁 多,管 理 难 度

大[7],该模式不适合对所有低值耗材进行管理。为进

一步解决低值耗材管理难题,本院在医院信息系统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与医院物流管

理(Supply
 

Processing
 

&
 

Distribution,SPD)系统的

基础上,于2019年8月至2020年6月联合德宝恒生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称第三方)共同研发基于医院

SPD系统下的病区终端智能柜系统(下称智能柜)管
理医用耗材,经试用和更新完善后,于2020年7月推

广至全院,有效提高了耗材管理效能。具体方法与结

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护理人

员1
 

083人,每年完成约5万例次住院患者和136万

例门诊患者的诊疗。使用智能柜前,低值耗材采取病

区人工申领、手工计价的方式进行管理。2019年8
月由医院组建研发团队,包括医务部、护理部、中心仓

库库管员、信息科及第三方技术人员通过现场实地考

察,结合病区实际情况,进行柜体的设计制作、网络安

装、流程制定、培训使用等工作,于2020年5~6月在

神经内科、骨科2个病区进行试用和完善后,于2020
年7月推广至全院40个病区。
1.2 方法

1.2.1 智能柜的研发与操作

1.2.1.1 智能柜 由医院信息科联合第三方共同研

发,包括主柜和辅柜,辅柜包括称重柜和普通柜。可将主

柜与辅柜进行任意组合,满足各病区耗材个体化需求。
主柜规格为840.00

 

mm×618.50
 

mm×2
 

015.05
 

mm,其
他规格为1

 

670.00
 

mm×618.50
 

mm×2
 

015.05
 

mm。主

柜:内置终端操作系统,与SPD系统链接。医院SPD
系统实现从供应商入库到最终消耗的可视化管理,数
据存储于相应云平台系统[8]。辅柜:根据低值耗材的

体积、重量、包装方式,选择存放于称重柜和普通柜;
通过单体称重方式和定数包扫码方式进行管理。
1.2.1.2 操作方法 ①登录。主柜支持多种登录方

式,病区护理人员采用用户名、刷卡或指纹等任意一

种方式登录,后台自动记录用户信息。操作便捷,方
便追溯。②取用。病区护理人员根据用量取出耗材,
智能柜自动识别取出的耗材信息和取出人信息。③
计费。医院SPD系统与 HIS对接,计费后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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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状态,显示消耗记录;由医院相关管理人员直接

与第三方结算,实现病区耗材零库存。同时医院SPD
系统和智能柜主柜可同时监控耗材未计费时长,超时

自动预警提示,实现耗材精准化管理。④盘点、查看

及预警。自动盘点柜内耗材数量信息,及时更新,实
时查看。自动提示临近期耗材,保障耗材在有效期内

使用。病区耗材管理者可以通过手机端随时了解耗

材数据,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耗材的损耗。⑤补货。
每种耗材设定基数及基数下限,于辅柜取用耗材后主

柜系统上显示,达到基数下限时,主柜预警信息实时同

步到医院SPD系统,第三方驻院服务人员在接到补货

信息后主动拣货、打包、贴码安排配送。配送员通过手

机端查看智能柜补货信息及位置,规划最短配送路线。
补货后,主柜系统自动更新耗材数量信息,保障耗材的

及时供应。⑥报表管理。依据设置,医院SPD系统每

个月自动出1份耗材消耗报表,第三方驻院服务人员

依据该报表列出病区销售出库单,病区耗材管理员或

护士长确认签字后递交医院经济管理科核算耗材成本

费用。⑦智能柜在断电、断网情况下,使用应急开锁装

置打开智能柜,不影响正常使用。通电、连网后系统数

据自动更新,保证进、消、存数据准确。
1.2.2 智能柜耗材数量设定、配送与取用方式

调取近3年不同病区使用的耗材品种和数量,依
据其使用量设定每种耗材的上下限基数,第三方驻院

服务人员根据上下限基数,确定种类与数量,个体化

配送至各病区辅柜中。
1.2.2.1 定数包扫码方式 对于不宜拆分、体积大、
数量多,如棉签、输液器等不适合单体称重的耗材,采
用定数包扫码方式。护士取出时扫码,拆包后完成耗

材使用全过程。当达到定数包基数下限时,第三方驻

院服务人员及时配送,补充所需耗材,过程可追踪到

使用病区及患者。
1.2.2.2 单体称重方式 对于单体包装、体积适中

如洗手液、静脉留置针、消毒液等通过单体称重方式

完成取用。称重原理是利用称重托盘计算每个称重

单元格内单体低值耗材数量。护士取用时无须扫码,
主柜直接显示取出耗材数量,同步更新剩余耗材量。
耗材使用后完成计价,即完成使用流程。当达到称重

基数下限时,第三方驻院服务人员及时配送,补充所

需耗材,过程可追踪到使用病区及患者。
1.2.3 质量控制 医院成立耗材监管组,由医院副

院长牵头,包括护理部、信息科、医院中心库房等多部

门共27人组成,将耗材纳入常态化医院管理工作中。
下设护理监管小组,由护理部主任负责,组员为护理

部成员2人,病区护士长6人,共9人组成。每月、每
季度、每半年、全年动态调取常用耗材使用数据,查看

耗材计价数量与请领耗材数量是否相符;现场检查耗

材存放环境是否达标;调阅医嘱信息,根据医院制定

的耗材目录,分析病区耗材是否按照指征和说明书规

范使用,是否存在重复使用等问题。对违规使用、计

费不正常的病区纳入质量控制管理,持续强化耗材正

确、安全使用意识。
1.2.4 评价方法 ①病区每月耗材请领、盘库、取用

所需时间。耗材请领时间:智能柜应用前(2020年

1~6月)指护士从申报计划、取回、上架至病区库房

所需时间;应用后(2020年7~12月)指申报计划至

耗材配送智能柜所需时间。盘库时间:应用前指护士

清点耗材剩余数量、查看存放质量所需要的时间;应
用后指查看柜体内耗材存放质量所需要的时间。取

用时间:应用前指从病区库房拿取耗材至护士使用时

间;应用后指从智能柜拿取耗材至护士使用时间。由

专人专项统计各单项耗时,每月再汇总频次和计算总

耗时。②病区护士对耗材管理满意度。自行设计调

查问卷,包括耗材的效期管理,取用便捷性,储存环

境,全程可追溯及总体满意度5个条目,各条目均为3
级评价,非常满意=3分、满意=2分、不满意=1分。
分别于2020年6月、12月对40个病区护士进行问卷

调查。分别发放问卷454份、458份,均有效收回。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智能柜应用前后病区每月耗材管理所用时间比

较 见表1。
表1 智能柜应用前后病区每月耗材管理所用时间比较

min,x±s
时间 病区(个) 请领时间 盘库时间 取用时间

应用前 40 129.78±15.29 84.95±6.97 20.75±2.12
应用后 40 5.05±1.63 4.98±1.67 3.23±0.89
t 51.188 69.244 43.606
P 0.000 0.000 0.000

2.2 智能柜应用前后病区护理人员对耗材管理满意

度比较 见表2。
表2 智能柜应用前后病区护理人员对耗材管理满意度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效期管理 取用便捷性 储存环境 全程可追溯 总体满意度

应用前 454 1.96±0.25 1.62±0.17 1.59±0.13 1.56±0.21 2.06±0.26
应用后 458 2.97±0.20 2.95±0.14 2.97±0.22 2.98±0.24 2.98±0.28

t 67.398 129.016 115.197 95.871 51.407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7

3 讨论

3.1 低值耗材智能柜管理的意义 低值耗材管理是

病区护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化、智能化管

理[9-10]是未来医院耗材管理的发展趋势,也是提高医

院效率的关键手段[11-12]。目前,国内低值耗材尚未有

完整科学的管理办法[13],其全周期管理必须依托智

能化手段,实现从传统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

变。在此背景下,我院结合各病区低值耗材使用容

量、存储要求、使用场景和专科特点,采用智能柜进行

低值耗材管理,满足了实用性和精准性。在实施过程

中,优先将收治任务重、低值耗材使用多的骨科、神经

内科作为第一批试点病区,对试运行过程中暴露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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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如对接流程、预警设置、耗材编码、系统稳定等

进行完善;同时由试点病区护理人员及管理者对推广

病区全体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帮助其快速掌握智能柜

的操作和问题处理,保障了该项目的顺利推进。实施

后,病区智能柜为虚拟二级库,医院耗材管理构架呈

1个总库和40个虚拟二级库的管理模式,病区耗材

零库存,耗材“使用即领取”“出库即结算”,解决了传

统模式下“以领代支”[14]的问题。实施智能柜低值耗

材管理,可精确统计取用人员、物品去向、耗材结余信

息等,时间节点可精确到分钟,全流程可追溯,解决了

在耗材使用过程中常出现物品短缺、耗材库存量过高

或过低及逾期物品无法预警等[15]问题,实现了低值

耗材的精准化管理。
3.2 智能柜的应用缩短了护理人员低值耗材管理时

间 我院常用耗材4
 

500余种,其中低值耗材约占

54%,护理人员是使用低值耗材的主要人群,以往日

常管理占据护理人员大量时间和人力。采用智能柜

管理后,护理人员只需完成首次申请和临时申请,请
领环节由原15个降至2个。盘库时通过信息系统一

键式查看柜体内耗材存放质量,简化了护理人员工作

流程。智能柜置于护士站,护理人员仅需登陆系统,
选择所需耗材名称直接完成取用,节约了寻找耗材和

往返库房时间。表1示,全院护理人员耗材请领、盘
库和取用时间均显著缩短(均P<0.01),使病区护理

人员有更多的时间直接为患者服务,有利于保障护理

质量,不断提高服务品质。
3.3 基于病区终端智能柜实施信息化耗材监管可提

高护理人员满意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医疗机构应将医

用耗材临床使用情况纳入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对安全

性和有效性进行监控、分析和评价[16]。为了保障智

能柜系统能顺利运行,实现预期管理目标,医院建立

了医用耗材信息化长效监管机制,成立了院级、护理

部的质控组织,借助智能柜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保
障耗材的合理使用,以及质量和安全。院级层面围绕

网络运行、系统维护、配送环节、第三方服务质量、存
储环境等进行信息化动态监管;护理部层面注重对使

用人员的培训,通过系统搜集、分析、评估护理耗材合

理使用情况,对突出问题及时监管,指导科室遵照医

用耗材使用说明书、技术操作规程使用,将事后监管

变预防督导,促进护士安全规范使用耗材行为。及时

召开多部门会议协商解决使用中的问题,通过健全工

作机制,将医用耗材管理工作从临时性管理逐步转入

制度化、规范化长效管理。
双重机制管理下,医院SPD系统、智能柜系统、

第三方维护配合良好,全部智能系统运行顺畅平稳,
满足了临床对耗材的需求,提升了管理效能,因而提

高了护理人员耗材使用满意度。表2示,智能柜应用

后护理人员在低值耗材的效期管理、取用便捷性,储
存环境,全程可追溯及总体满意度均显著提高(均

P<0.01),与相关报道[14]结论一致。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智能柜结合物联网,通过称重

传感技术和定数包扫码技术,无须对每个单品进行贴

码处理,降低了耗材管理成本同时又解决了低值耗材

全过程管理难题,实现病区耗材“零库存”管理理念,
通过制度+信息化方式,让病区护士有更多时间专注

于临床护理服务,提高了护理品质,满意度显著提高。
本管理方式中,病区终端智能柜与 HIS还需要进一

步升级,将医嘱与耗材使用同步联动,完成低值耗材

全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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