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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耗材的信息化闭环管理

陈红,吴波,刘静,程慧芳

摘要:目的
 

探讨信息化闭环管理在手术室高值耗材与低值耗材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历史对照方法,将2019年5~12月

36
 

737台手术(对照组)使用人工辅助信息化的方式进行耗材管控,将2020年5~12月31
 

710台手术(观察组)采用信息化闭环

管理的方式进行耗材管控,比较两组临床应用效果。结果
 

观察组一次性高值耗材计费耗时、错收率、漏收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低

值耗材申领准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库存占用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护士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对手术室耗

材实行信息化闭环管理,可有效提高管理效率与精准度,并受到手术室护士的好评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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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是医院各类耗材使用种类最多、使用率最

高、使用量最大的部门之一,建立标准、规范、有效的

耗材管理流程,是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的基

础[1-3]。国外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国内手

术室耗材管理的需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符合国

家要求、满足行业规范、具备医院特色的手术耗材管

理模式,是很多医院亟待解决的问题[4-5]。我院手术

室从2019年5月开始探索耗材的信息化全流程管

控,在医院信息管理科和计算机中心的共同协作下,
在手术室信息化业务模块中增加了高值耗材和低值

不计费耗材模块,并自主研发低值耗材套餐式管理模

式,使用医疗手持终端(PDA)进行即时扫码计费,实
现了手术中高值耗材与低值耗材的信息化闭环管理,
效果良好,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院主院区手术室共65个手术间,

每天完成约330台次手术。本研究采用历史对照研

究,将2019年5~12月36
 

737台手术作为对照组,

2020年5~12月31
 

710台手术作为观察组,两组手

术种类、医护人员无变化。

1.2 方法

1.2.1 高值耗材管控 对照组采取人工加信息化

方式进行耗材管控;高值耗材管理流程包括耗材申

领、入库、发放、配送、收费、盘库、结账。在申领环

节,由耗材管理员根据库存量,在物质申购平台进行

材料备货申请并提交申请数量;在入库环节,由手术

室耗材管理人员根据每日高值耗材的使用量在医院

物资网申请平台上申请,器材科接受信息后开始材

料备货,送货至手术室,手术室进行请领入库、入库

信息录入;在发放环节中,助理护士接受手术间高值

耗材使用需求后,领取相应的高值耗材,在 HIS系

统的发放界面确定并录入发放手术间、耗材领用人

和相应品规、数量,由物流机器人配送至相应手术

间;在使用环节,手术间巡回护士在高值耗材使用完

毕后,将耗材使用的规格、型号、数量正确录入收费

单,由计费员进行核查;在盘库环节,耗材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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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物资网申请平台上进行高值耗材消耗量查

询,可查询到高值耗材的消耗使用量与二级库房存

量,由医院器材科根据高值耗材的实际使用量进行

扣减,实现高值耗材的全程闭环管理。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通过PDA系统模块中加入高值耗材一

物一码管理,利用PDA扫码技术,手术间护士在耗

材使用后,直接使用PDA扫描医用高值耗材医院内

流通计费二维码,完成即用即扫的操作,实现耗材的

信息化精准管理(高值耗材信息化闭环管理流程见

图1)。在使用各环节进行流程再造,即手术间巡回

护士在高值耗材使用完毕后,打开PDA中高值耗材

管理界面,搜索并确认手术患者信息,直接扫描耗材

上医院内流通计费二维码(包括耗材的型号、规格、
批号、有效期和注册证等信息)并核对,完成耗材的

计费信息,并形成信息化闭环追溯[6]。

图1 高值耗材信息化闭环管理流程图

1.2.2 低值耗材管控 对照组中低值耗材管理流程

包括发出申请、送货入库、出库至手术间、手术间使

用、盘库。在入库环节,由手术室耗材管理人员根据

使用情况,将低值耗材的使用量在医院物资网申请平

台上申请,器材科接受信息后开始材料备货,送货至

手术室。手术室核对送货单、扫描送货单二维码、核
对入库;在使用环节,术中低值耗材使用后,手术间巡

回护士将可计费低值耗材规格、型号、数量正确录入

计费单,由计费员进行核对计费;在盘库环节,耗材管

理人员在医院物资网申请平台上进行低值耗材消耗

量查询,可查询到可计费低值耗材的消耗使用量与库

存量。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科,不同

手术种类[7],制定每类手术的耗材套餐模板,手术间

护士通过PDA直接选择手术对应的低值耗材使用模

板,根据实际使用量进行数量增减,实现低值耗材与

手术患者的关联,做到精准管控,实现低值耗材信息

化闭环管理。
1.3 评价方法

1.3.1 一次性高值耗材评价 ①一次性高值耗材计

费耗时:计费员输入患者住院号时,记费系统自动关

联计费开始时间,计费完成后,系统自动记录提交时

间,通过系统调取每台手术计费时长。②一次性高值

耗材错收费率:发现耗材品名或品规错误计费,计费

员退费后,收取正确耗材费用,系统自动通过颜色进

行区分,通过系统调取耗材错误计费的手术台数(高
值耗材错记的手术台数/同期计费总台数)。③一次

性高值耗材漏收费率:计费员发现有耗材未收费,补
计耗材,提交后系统自动生成提交时间,通过系统调

取耗材漏收手术台数(高值耗材漏计的手术台数/同

期计费总台数)。
1.3.2 一次性低值耗材评价 ①申领准确率:低值

耗材每周申领2次,每次申领的数量和品种与临床实

际使用相符即为申领准确(申领准确次数/同期总申

领次数×100%)。②库存占用率:每周对低值耗材进

行1次盘点,统计低值耗材的余数(低值耗材余数/总

低值耗材数×100%)。
1.3.3 护士对耗材管理的满意度 主要针对耗材管

控模式、运行效率、精准统计、效期管理、耗材规范摆放

5个方面进行评价。分为非常满意(5分)、比较满意(4
分)、满意(3分)、一般(2分)、不满意(1分)5级评价,满
分25分。两组均调查172名护士。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一次性高值耗材评价指标比较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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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次性高值耗材评价指标比较

组别
手术

台数

收费耗时

(min/台,x±s)
错收费

[台(%)]
漏收费

[台(%)]
对照组 36737 5.51±0.17 217(0.59) 303(0.82)
观察组 31710 1.25±0.15 0(0) 12(0.04)

t/χ2 3369.944 187.902 230.078
P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一次性低值耗材评价指标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一次性低值耗材评价指标比较

时间
申领准确

申领次数 准确[次(%)]
库存占用

检查次数 占用[次(%)]
对照组 64 54(84.38) 32 25(78.13)
观察组 64 62(96.88) 32 2(6.25)

χ2 5.885 33.890
P 0.015 <0.001

2.3 两组护士对耗材管理满意度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护士对耗材管理满意度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管控模式 运行效率 精准统计 效期管理 规范摆放

对照组1722.93±0.113.15±0.192.11±0.103.58±0.153.63±0.25
观察组1724.93±0.324.23±0.124.98±0.574.36±0.334.21±0.30
t 77.516 63.029 65.041 28.220 19.479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3.1 信息化闭环管理有效缩短了手术耗材收费时

长,提高了工作效率 传统的手术室耗材收费模式,
即为手术间护士在使用相应耗材后在计费单上注明

品规与数量,核对无误交由计费员录入计算机,既耗

时耗力又容易出现错收、漏收等情况。信息化闭环化

管理后,我们整合PDA的功能,自主研发高值耗材和

低值耗材管理模块,打通“HIS”系统和“麦迪斯顿手麻

信息系统”的壁垒,手术间巡回护士可以直接在PDA
系统中打开耗材管理模块,确认手术患者信息,扫描

耗材上医院内流通计费二维码,在PDA中看到耗材

的种类与数量,方便手术间护士随时进行耗材核对,
确保了准确性,也做到耗材使用的全程溯源[8-9]。本

研究显示,与人工手动耗材收费比较,PDA扫码耗时

显著缩短,能减少手术室护士的无效劳动,极大提升

工作效率,保障手术的安全进行。
3.2 信息化闭环管理实现了手术室高值耗材临床使

用与计费环节无缝对接 目前,在DRG(疾病诊断相

关组)支付模式在全国各大医院广泛开展的情况下,
各大医院手术室均在探索成本管控的临床路径,其中

耗材管理无疑是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环节。使用

PDA扫码耗材二维码进行可视化管控后,手术间巡回

护士只需扫描确认耗材的使用,系统中就有了可共享

的数据,计费员能立刻获取耗材使用信息,有效解决

了手术室高值耗材临床使用与计费环节分离的难点。

本研究数据显示,一次性高值耗材错收费率由0.59%
下降至零,一次性高值耗材漏收费率由0.82%降低至

0.04%(均P<0.05),说明使用PDA扫码技术能有

效提升高值耗材精准化管理。分析一次性高值耗材

漏收费的主要原因,发现与护士思想上重视程度不

够,使用后耗材未及时记录,或其他医务人员协助给

予术中使用,未及时沟通有关。因此,下一步将针对

该类问题进行重点改善。
3.3 信息化闭环管理实现手术室低值不计费耗材精

准管控,减少资源浪费 低值耗材的出入库频繁和使

用量大,导致使用数量无法精准管控,我院手术室通

过自行研发套餐式管理模式,根据不同的手术类别,
使用PDA直接选择手术对应的模板,每个模板中包

含每个类别手术各项低值耗材具体名称、规格、数量、
价格,根据实际使用量进行数量增减,以精准测算每

月使用各类低值耗材的品种和数量,有效解决低值耗

材无法测算使用量的问题,降低库管人员每周检查库

存时间,减少因手工统计使用数量不精准导致备货不

足,从而减少零星申请领物次数。本研究数据显示,
耗材申领准确率,由原来的84.38%提升至96.88%,
库存占用率由原来的78.13%下降至6.25%,说明

PDA的管控措施有效减少了资源积压和浪费。但是

该现象仍然存在,分析原因主要有医护人员对手术评

估不足、操作不当、沟通不畅等。所以,降低一次性低

值不计费耗材积压和浪费仍然是下一步重点关注的

问题。
3.4 耗材智能化闭环管理提高了护士的满意度 借

助PDA扫码,利用电子信息化系统对高值耗材进行

管理,是完全透明流程,促使医护人员对于高值耗材

谨慎使用和处理,有助于提高医护人员法律意识[10],
且信息化闭环管理使每件耗材从出库到使用都有章

可循,避免错、漏账及因耗材使用导致的医疗纠纷,使
得医生和护士责任和压力减轻。研究显示护士对信

息化闭环管理的满意度得到了有效提升,由研究前的

(2.93±0.11)分提升至(4.93±0.32)分。此外,运用

PDA扫码技术可对耗材进行出库、入库、登记,并对耗

材质量和患者使用情况进行跟踪,使耗材从入库到出

库的去向一目了然,且无需管理员手工计算耗材数

量。耗材通过PDA扫码入库,其产品信息更加完整,
查询方便,保证了手术室耗材流通的最优化,降低了

库存量,有利于耗材的效期管理[11]。表3示,运用

PDA扫码技术后,护士对耗材管理的精准统计、效期

管理、运行效率满意度显著提高(均P<0.05),说明

信息化闭环管理得到了护士的肯定。耗材信息化闭

环管理从人力、财力及物力各方面节约了手术室管理

资源,有利于提高手术室护理人员工作效率,保障有

更多时间配合手术和护理术中患者,促进手术室运行

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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