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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大型医疗设备正朝着智

能、简约的方向迈进，为大型医疗设备进社区医疗体系

降低了门槛，笔者作为临床工程师服务在一线，通过维

护维修、管理等方式为医院改善医疗环境。

伴随着大型医疗设备的使用率也在逐年提高，如何

通过创新思维提高维修、管理水平，从而更好的服务于

基层，提高乡镇医院工作效率进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是我院临床工程师工作的趋势大型放射设备的维修和管

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1.统一管理的优势

近年我院对大型医疗设备的管理模式进行了调整，

整体工作由我院专人负责进行统一管理，参与大型医疗

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工作 [1]。大型医疗设备集中在医

学影像科，固定资产占全院20%，因此在医学影像科建

立专管医工人员工作模式试点，影像类设备采用集中管

理的模式具有众多优势。首先，责任落实到个人，专管

的维修人员长期承担起对影像科设备进行定期质控、保

养及日常的维修维护，各类档案记录的完善与收纳，能

够做到与放射类设备相关的所有环节都有人负责，有迹

可循。影像科专管医工人员将工作进行明确落实，直接

对接使用科室和设备厂商售后，长周期事务或项目不会

由于当班人员的轮值造成延误，提高效率。

2.培养专业的设备维修管理人才

大型医疗设备普遍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虽然不同

厂家的设备都具有独特的专利技术，但整体结构上还是

趋于统一的，所以，维修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管理是实在

可行的。专管医工人员需要掌握设备基本操作、基础原

理、设备结构，需要熟悉网络知识，具有设备故障诊断、

日常维修保养等相关知识储备。我院对影像科专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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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进行重点培养，学习整套PACS系统架构，便于日常维

护，能够较快速解决科室的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并且在

采购设备和拟定维保合同时提出要求，参加厂家新设备

的培训，提高维修诊断能力，掌握理论知识，夯实基础。

从设备采购到安装验收再至使用维护直至设备报废，参

与设备全生命周期协调与管理 [3]，积累工作经验进行软

件硬件双升级，保障设备的稳定运行。

3.维修、维护保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点和面的倾向性

当下医工人员已经能够普遍的认识到预防性维护的

重要性，但对于设备的保养维护工作的主动权在厂家，

院方根据厂家制定的内容及规范完成预防性维护保养工

作，设备厂家保养内容的专业性毋庸置疑，但针对设备

的使用情况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并且预防所采取的措施较

少，不能够深入，厂家工程师往往负责多个场地，工作

模式属于“接单干活”不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某单一区域，

而院内医工处人员的工作也相对复杂，工作区域也包含

多个科室。

3.2被动维修带来了不确定性

我院大型医疗设备较多数的维修是当设备出现问题

时进行被动维修，在一些设备的维修过程中，若故障现

象不明确或较难模拟，或某工作链条上有多个故障点，

需进一步排查的时候，往往要通过多次更换配件，并且

在维修后观察使用，这时设备运行稳定性难以保障，设

备使用科室的压力陡增 [2]。我院属郊区重点医院，门诊

量极大，大型医疗设备需长期保持高使用率，短期无法

解决的偶发故障，会严重影响诊疗秩序。

3.3日常故障解决效率

大型医疗设备不可替代性强，CT核磁类设备通常是

满负荷运转，在使用中出现任何的故障都会影响正常诊

疗的开展，这就要求医工人员熟悉设备运行情况，常见

问题等。解决日常故障必须要迅速，能够跟厂家工程师无

障碍的沟通以便后期维修。要求全体医工人员掌握所有大

型医疗设备维修所需技能并不现实，在没有专职医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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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解决日常故障的效率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一些

简单的问题等待厂家援助就会耽误宝贵的检查时间。

4.大型医疗设备统一管理对当前工作模式模式改善

4.1专管医工人员的整体管理优势

2019年我院采用了统一外包的形式委托具有专业资

质的公司对放射类设备进行维修、保养及质控检测，这

样不仅更便于管理，也从根本上杜绝了拉拢腐化医工人

员的可能。使用科室要求设备运行稳定，维保方要节约

成本，只有双方统一目标，认清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确

认了只要共同努力协作就能实现双赢工作模式。专管医

工人员负责监督维保方的服务质量，同时接收操作人员

对设备运行情况的反馈，使科室主任能够实时掌握设备

的运行状态，从更高层次出发，完善诊疗过程 [3]。

4.2专管医工人员在维护中发挥的作用

采取统一管理后，医学工程处与医学影像科深入沟

通，为不同使用情况的设备制定年度保养计划，由专管

工程师负责对保养的内容、频次与维保方进行探讨，并

督促监督情况。同时建立健全维护体系，将维护工作分

级管理，由操作人员负责的日常维护，主要包括设备外

表消毒清洁，每日开机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记录等。专

管工程师负责的定期维护，主要包括月度故障处理情况

反馈，月度稳定性检测，巡检记录归纳，设备间及配套

室外机的巡检，正常操作流程的督查等。维修方负责商

定的专业预防维护保养，遵照共同制定的《大型医疗设

备维护保养制度》落实预防性维护保养工作，同专管工

程师共同分析设备运行情况。实现三级管理。

4.3专管医工人员在处理日常维修的作用

专管人工人员责任和目的明确，就是要降低风险。

想要做到这两点的前提是要对设备非常了解能够解决常

见问题，而需厂商支援的故障要大致诊断故障点，对掺

杂的其他信息能够分辨，厂商工程师接收到设备情况反

馈，直接携带所需配件到场，可以节约宝贵维修时间，

也可以避免小题大做的误诊情况发生。其次要能与厂商

工程师沟通无障碍，在工程师无法到场的情况下，接受

远程指导也可迅速解决问题。2020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

了日常的维护维修工作是否细致，是否全面到位。例如

在疫情之初，我院承担发热患者检查的CT重建柜故障，

查明原因为阵列内一硬盘损坏，由于各方面原因厂商工

程师无法到场，在经多方交流后，以闪送的形式将新硬

盘送低我院，笔者移除损坏硬盘，重建阵列，设备较短

时间内恢复使用，保障患者及医护人员安全。专管医工

人员根据不同使用情况、使用年限的设备区别对待。同

时影像科也积极进行设备合理化使用的讨论，对于老旧

设备的使用情况专管工程师与技士长可以实时沟通，调

整老旧设备的使用情况，图像即能满足诊断也符合射线

剂量标准，尽可能减少对设备的损耗，提高工作效率 [4]。

5.辅助管理设备操作人员

为了更好的保障大型医疗设备的运行稳定性，这对

设备操作人员的责任心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操作技师是否按照规定落实了各项制度，有无违规操作，

通过查看设备中的日志可以直接反应出当值技师的工作

状态，辅助科室管理者对相关人员进行管理。这样做的

目的无疑是更好促进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防止和降低

设备使用不当造成故障的几率。在操作设备的过程中减

少失误，使患者享受更安心的服务。若发现普遍存在的问

题，说明使用培训工作不够细致，或是思想普遍上不够重

视，专职医工人员收集到此类信息并提交，能够更好的促

进科室的发展，减少产生投诉、医疗纠纷的可能 [5]。

2019年是我院探索大型医疗设备新管理模式的一

年，从过去指令型的被动驱动模式，逐渐向着目标型的

主动引导模式转变。2019年大型医疗设备宕机共计211

小时，共计维修时长381小时，笔者作为每次故障维修

诊断的直接参与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设备运行的

稳定性差，直接影响到诊疗秩序，给本不富裕的医疗资

源增添了阻力 [6]。随着工作的深入，逐步摸清问题的来

龙去脉，通过上述管理方式，一步步的提高我院大型医

疗设备的运行稳定性 [7]。

6.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分析讨论了我院大型放射设备

的维护维修和管理模式，主张采用专管工程师沉浸式的

管理模式，通过改善工作方法，降低医疗设备故障和损

坏的几率，加强了风险隐患的排查，提高大型医疗设备

的运行稳定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提供安全可靠的基础，使大型放射医疗设备在医院的使

用安全得以保证。为医院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资源，提高

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于医院，服务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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