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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管理法是一种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是从企业生产管
理中逐渐摸索和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其优点为高效
率、高品质、低成本。起源于日本的 5S管理已被广泛用于各类
实验室的日常管理。“7S”管理作为 5S 管理的进一步提升和深
入，包含了整理 （SEIRI）、 整顿 （SEITON）、清扫（SEISO）、清
洁（SETKETSU）、安全（SAFETY）、素养（SHITSUKE）、节约（SAVING）
等7项内容。文章通过目在部分实验室中应用“7S”管理法，从
而探套该方法对高校护理实验室管理是否有促进作用。

1　研究方法
1.1基本研究方法

（1）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时间选择为2020 年 9 月 -
2021年1月，随机选取某医科大学2间实践教学实验室作为实验
组，实验室组采取“7S”管理法进行实验室管理，即定期采用对
照试验的方法。选取2间实践教学实验室作为实验组(实验室A和
B)，并选取2间格局相同的实验室为对照组（实验室C和D）。本
次研究主要在基础护理学实验室进行。探讨“7S”管理法在基础
护理学实验室物品管理中的应用情况，并全面评价基础护理学实
验室物品使用情况，评价“7S”管理法对实验室管理方面的效果。
具体方法如下：

通过区分必要和非必要物品，清除不必要的物品（整
理），将留下的物品按指定位置摆放（整顿），将工作现场的环境、
设备、仪器、等清扫干净（清扫），将整理、整顿、清扫进行到底，
并且制度化（清洁），与使用实验室的学生、教师按照契约管理法，
请每位实验室使用者养成良好的习惯，并按规则做事，培养积极
主动的营造团队精神（素养）。同时重视全员安全教育，防患于未
然。制定各种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处理预案（安全）。每月
进行耗材使用统计，并向实验室使用者公开统计情况，增强每个
人的节约意识（节约）整理，定期整顿，定期清扫，定期清洁，做
好安全教育及倡导节约。

在开课前进行“7S”管理法讲座，且实验教学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灌输“7S”管理观念，另外每次课后及业余时间练习后微
信打卡实验室卫生及物品摆放情况。并选取2间格局相同的实验
室为对照组，采用常规实验室管理方法，即为开始实验教学时作
实验室管理宣教。研究期间实验室将进行《基础护理学》实验教

“7S”管理法在某高校护理实验室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谢  娴  翟巾帼  张立力  曾丽芳  郑  薇  代辉娟
南方医科大学，中国·广东  广州  510515

【摘　要】目的：本文通过在高校护理实验室中尝试使用“7S”管理法，从而探讨“7S”管理法是否能够促进高校护理实验室的
管理。方法：（1）在4间护理实验室随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使用传统方法管理，另外一组采用“7S”管理法进行管理，在一学期
中选取10个时间点对实验室物品摆放情况及卫生情况进行评分，同时期末对实验组及对照组学生管理能力进行评分，对比两种方法
哪种更有效。（2）选取规格相同的护理实验室库房两间，其中一间采取“7S”管理法，另外一间采用常规管理方法，对比从两间库
房拿取物品的时长。结果：实验组实验室清洁度及整齐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同时，实验组学生的管理能力强于对照组；我
们从两间不同库房取出同一物品的时间不同，采用“7S”管理法的房间更方便取用物品。结论：“7S”管理法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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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授课，学时为 3 2 学时。
（2）选取规格相同的护理实验室库房两间，其中一间采取

“7S”管理法，物品严格归类并贴标签摆放，将过期多余的物品清
理出库房；另外一间采用常规管理方法，对比从两间库房不定期
拿取同样物品的时长。

1.2研究指标
（1）选取2020 年 9月 - 2021 年1月期间每两周对实验组

及对照组实验室清洁度及物品摆放整齐度进行评分，评分工作由
实验室管理员2名及2名学生代表共同进行，共计评分10次。其
中实验室清洁度采用实验室清洁度量表（量表附后），总分为100
分；物品摆放整齐度结合实验室原有物品摆放标准，对实验室床、
治疗车、物品摆放柜、模型柜分别进行评分，总分为10分。

（2）2020 年 9 月至2021 年 1 月期间，每个月设备处组织
实验室安全检查，请有经验的实验室管理专家对四间实验室（实验
组及对照组各两间）整体整洁情况进行打分，总分为100分。专家
打分时采用盲法，实验室分组情况对专家保密。共计评分5次。

（3）对于不同实验室学生发放管理能力问卷，调查不同组
别学生的管理能力，采用管理能力量表，Cronbach’s α为0.892。

（4）库房管理对比，比较库房的空间利用度及拿取相同物
品所采取的时长作为对比。

2  结果
2.1 以下为教师和学生对实验室清洁度、整洁度评分结果

表 1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A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清洁度评分

分组
清洁度评分
（x±s）

t p

实验组A 88.91±0.63

77.15±0.76 10.19 0.000(<0.05)

实验室C

实验组A 88.91±0.63

10.88 0.000（<0.05）

76.80±0.71

实验室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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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A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整洁度评分

表 4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B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整洁度评分比较

2.2 以下为专家对实验室整体情况评分结果
表 5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A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整体情况评分比较

2.3 采用“7S”管理法的库房使用起来方便，拿取同一物
品的时间缩短，效率提高。

由表3 可知，采用“7S”管理法管理高校护理实验室，每
取意见物品可节约至少2 分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2.4采用U检验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学生管
理能力对比

表 7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B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整体情况评分比较

3　讨论

3. 1“7S”管理法对于实验室管理、库房管理起到促进

作用

当前，高校护理实验室多数依赖于实验室管理人员管理为主，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调动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有一种

积极主动参与实验室管理的概念，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我

管理能力，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7S”管理法采用科学有

效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到实验室管理中，对于实验室清洁卫生、整

齐度均能够起到促进管理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符合护理实验

教学培养一名有责任心、能够自我规划及管理的护士的理念。

3.2“7S”管理法促进实验室管理的意义

3.2.1提高护理教学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护理学实验室担负着培养护理实践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

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开拓意识、动手能力的主战场，是护理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实验室物品管理为实验教学的顺利进行

提供最坚强的保障，是高校实验室整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

此加强护理学实验室物品管理是提高护理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之

一，是服务高校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

3.2.2使教学资源最大化利用

目前，由于学校不断扩招，实践场地相对不足，如何利用相

对有限的教学资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主动性，

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自我管理能力，使实验室管理更加人性化

更加有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强实验室物品管理，建立“7S”

管理制度有利于有限的教学资源最大化利用。

3.2.3利于培养学生自我管理与人文素养能力

实验室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开拓意识、动手能力的主战场，也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方

法之一。“7S”管理法要求全员参与，设立学生实验室管理岗，提

高学生参与实验室管理的参与度，同时在实施过程中采用契约管

理法，将契约学习和护理实验室开放管理相结合，让学生在提高

质疑能力、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同时成为实验室的主体，共同参

与实验室物品管理,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和责任感。

分组
整体情况
（x±s）

t p

实验组A 92.00±1.30

9.58 0.001(<0.05)

实验室C

77.70±0.51

实验组A 92.00±1.30

16.77 0.000（<0.05）

实验室D 77.00±0.55

分组
管理能力得分

（x±s）
秩平均值 p

实验组A+B（共60人） 13.47±3.21 32.77

0.000（<0.05）

实验室C+D(共60人) 9.42±0.23 88.23

分组
清洁度评分
（x±s）

t p

实验组B 88.86±0.64

10.09 0.000（<0.05）

实验室C 77.15±0.76

实验组B 88.86±0.64

10.76 0.000（<0.05）

实验室D 76.80±0.71

分组
清洁度评分
（x±s）

t p

实验组A 8.875±0.61

10.55 0.000(<0.05)

实验室C

7.728±0.74

实验组A 8.875±0.61

10.68 0.000（<0.05）

实验室D 7.723±0.74

分组
清洁度评分
（x±s）

t p

实验组B 8.883±0.61

10.64 0.000（<0.05）

实验室C 7.728±0.74

实验组B 8.883±0.61

10.76 0.000（<0.05）

实验室D 7.723±0.73

表 2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B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清洁度评分比较

分组
整体情况
（x±s）

t p

实验组B 92.4±3.21

8.63 0.001（<0.05）

实验室C 77.60±0.51

实验组B 92.4±3.21

14.299 0.000（<0.05）

实验室D 77.00±0.55

表 6   实验组（7S 管理法）实验室 B 与对照组（常规组实验室 C、D）

整体情况评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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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采用最新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扩展

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挖掘学生的学

习潜力。教学内容若完全以教材为主，存在知识更新慢、学生

自主参与度不高、与企业的生产实际脱节等缺点，在课程设计

中增加综合、设计性实验，结合现代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和企业

生产实际的重点问题，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主动性以及探索求新的愿望。

2.3 教学方法改进，建立新的实验室管理模式

改变传统实验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

式，把学生放到实验的主体位置。让学生参与到实验设计中，

在充分预习实验讲义的基础上，查阅有关标准资料，并写详细

的实验报告，包括材料、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及预期实验结果等

内容。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触交流，观察操作的

规范性以及结果的准确性等，对于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实验，

则引导的学生认真分析失败原因，指出实验过程应注意问题并解

决[1 0 ]。对于综合、设计性实验，要结合食品工艺学、仪器分

析、试验设计与分析等课程知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按照企

业食品检验的操作模式，让学生系统学习实验设计，根据相关

国家标准的要求，自主选择实验材料、样品前处理方法以及实

验方法，自主完成实验，通过实验结果分析并能结合标准进行

合格产品判定。合理地开放实验室，让学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

到实验室进行操作技能练习，对所学理论知识能进一步巩固，

学生可以自主申报开放性实验项目，并在课余时间独立地完成，

有效地进行教学改革，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激发创新思

维，为培养实践性应用人才奠定基础。然而实验教学改革不是

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还需不断完善、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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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充分调动实验室教学队伍的主观能动性

实验室物品管理属于基于实验室使用者主观能动性的自发行

为，它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作为行动、行为的动力源泉。“7S”管理

法有利于在传统的“目标式管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队

伍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实验室“7S”管理法将管理的模式上

升到“人性化管理”的层面，将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强化了人在

管理中的主导地位。护理实验室管理与建设要求实验室管理者积

极营造主动参与、团结合作的氛围，以建设“团结互助型”组织

为发展目标。实验室“7S”管理法能够充分开发实验室教学队伍

的潜能，激发创造力。

3.3“7S”管理法在高校护理实验室管理中的不足之处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7S”管理法部分内容在高校护理

实验室管理中可以有改进之处。如，在整理环节，我们可以采用

定人、定位的方式，采用某一时期专人管理的办法，提高整理的

效率。另外，我们可以针对“7 S ”制定一套更加科学更加系

统的评价体系，便于实施的同时便于监督管理。

4　结论

综上所述，“7 S ”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于高校护

理实验室及库房管理的，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及效果，希望以

后可以研制出更系统的管理方案及评价体系，进一步推广“7S”

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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