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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后勤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血站关键物料全流程

闭环动态管理设计与应用

张嘉宁 孔福仙

浙江省血液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2

【摘 要】：通过对关键物料的预算、采购、合同、供应商、验收、出入库、库存、使用、报废等全流程管理的优化设计，

确保了管理流程的科学、合理、规范，实现了智慧化、数字化的办公流转要求，全程无纸化，关键物料质量控制点通过平台

有效受控，使采供血环节中的关键物料全程以合格状态呈现，是献血者以及最终的受血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保障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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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相关配件水平的不断更新发展，血站使用物料

的种类快速增多，对于关键物料质量的把控十分重要[1]。不

符合合格标准的物料通过影响采供血的过程进而影响血液

质量和服务水平[2]。因此，要求采供血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

以及采集到的血液标本需符合相关行业标准，不能影响献血

者的健康，也不能污染采集到的血液标本，影响血液质量[3]。

必须严格控制物料质量，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在此设计一

套基于后勤信息化管理平台下血站关键物料全程闭环式动

态管理操作方法，利用信息化，提高血站关键物料管控水平。

采供血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需按照国家规范建立建全，

将“规范”融入到质量管理体系中去。整个体系必须符合“一

规两法”的要求，建全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将

制度的制订走在管理之前[4]。建立建全闭环式物料管理体系

需依托管理的内涵建设和精细化的全过程操作。

1 采购管理：采购计划、采购参数制订、物料采购

根据年度物料需求量、有效期、使用频率及库存等情况

在后勤管理系统采购管理模块中编制“物料采购年度计划”

及采购参数的上报审批[5]。根据制订的采购计划结合价格、

交货效率等因素后遴选出适配度较高的供方进行采购应遵

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价格以及合适的数量等原则进行采

购，并通过合同管理模块进行采购合同签订流程。合同中明

确规定相应的物料种类、数量、要求、日期等详细信息以及

售后服务、其他项目等。采购物料前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规划，按需购买，既要避免物料采购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又要对采购成本进行控制，减少因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损失。

2 供应商管理：资质审核

后勤管理系统应建立管理模块，每年对《合格供应商名

册》中所列出的全部供应商进行完整评审，具体评审标准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对有合法资质的供应商进行系统的审核[6]。

有采购行为的供应商需要提供相应的合法资质、产品合

格证以及相应的公章证明，销售人员则需要提供委托授权书

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和原件，严格把控每批物料的质量和真

实性，为质量安全问题负责[7]。每批货物到货后都需进行验

证检查，并将检查报告进行归档保存。

（1）一次性使用采血袋类产品，既需要遵循国家医疗

器械管理也适用国家药品监督。

（2）反复核查药品生产企业、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医

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等资料，采购物品需明确在生产或经营范

围内且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一经发现视为无证违法采购。

（3）用于血液筛查的体外生物诊断试剂必须同时具备

两个证，即《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药品生产许可证》。

（4）进口/国产药品均应具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和“进口药品注册证”。严格按照

审核要求对国产和进口药物进行审查。审核时要根据产品的

名称、规格及药品批件注册号进行一一核对。

（5）重点核查销售人员企业法人人委托授权书原件。

3 验收入库管理

逐批验收核实关键物料，初验收合格才能入待检库。①

核对供应商和产品批准文号；②查验产品外包装是否符合有

关标准要求，是否完好；③标签、说明书、产品质量标准及

检验报告单、产品合格证等是否符合要求；④详细填写验收

记录，主要项目如下：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商、供

货单位、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数量、购货日期、

验收结论、验收人签名等，产品要求近期生产或有效期至少

六个月以上；⑤血源筛查体外诊断试剂（乙肝、丙肝、艾滋、

梅毒、血型）检测报告应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签发。

4 库存管理

最高最低库存量预警、效期预警、入库三个月无出库记

录预警、温湿度预警、三级库数据实时共享、关键物料电子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12 期 2021 年

标识管理。

使用后勤管理软件后可以对物料库存实施监控，管理系

统可以对物料的名称、厂家、规格、入库数量、入库时间、

有效期、批号、出库数量、出库时间、最低库存量、当前库

存量等进行实时查询。准确掌握物料库存量变化情况，并结

合供货周期，当物料接近最低库存量时，可及时申请采购物

料。对于超过三个月无出库领取记录的物料书面通知使用科

室，促其设法解决。对库存中有效期低于三个月且库存量明

显大于使用量，或预计在有效期内不能用完，存在过期风险

的专用物料，书面报使用科室分管领导和总务分管领导，酌

情处理。

关键物料实行全电子化标识管理，实时显示物料品称、

批号、有效期、库存量，便于实时核对存在有效期的物料，

存储时需充分考虑该物料的使用周期和有效期限，需要在有

效期内将该物料使用完毕，避免存储时间过长，影响使用效

果，同时也要避免物料过期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存储时，

应根据其稳定性情况，分别制定储存期，一般为 1年，最多

不超过 3 年。至少每半年对物料进行 1次盘库，关键物料至

少每月盘库 1 次，确保记录准确，避免失误。

5 出库管理：100%准确率

使用科室在 OA 中填写物资申领单，经科主任审核后，

仓库根据物资申请进行发放，未常规备货物品，使用科室需

通过 OA 填写购物申请单，经相关领导审批通过并采购完成

后再进行发放。

科室的领料人验收合格以及核对无误后双方在出库单

上签字。出库单一式三份，第一份交财务科报账，第二份仓

库保管员留存，第三份交领料人，同时各科室根据物料入库

单进行账务核对。

6 使用管理：通过 BIS3.0 核查制备、全血、成分采

集系统

通过后勤信息化管理平台、BIS3.0 系统核查、制备、全

血、成分采集等各类信息化系统，确保物料使用时能够严格

遵守操作和领用原则：先领先用、用前检查、使用登记、每

日清点。关键物料使用前必须仔细观察其外观的不同之处，

将难以区分的物料采用标签注名种类、名称等信息后粘贴在

物料的外包装上，避免出现物料混淆的状况。每次用后剩余

有效的散装物料应及时密封，尽快先使用。关键物料要做到

物料可追溯，即使用每次领用物料时，都需仔细记录领用的

日期、名称、领用人以及物料去向等信息，同时在相关的工

作记录或检测报告中注明所用物料的生产商、批号和规格

等。

7 报废管理

物料发现以下情况均视为不合格物料：物料运输的条件

不符合要求、保存条件不符合要求或包装不符合规定的物

料、货物品名与采购不一致的物料、供应商资质不全的物料、

超过有效期的物料、存在质量缺陷的物料、其它影响血液质

量的物料等。由发现的科室判定后及时进行标识、隔离，填

写《关键物料使用过程中不合格物料登记表》并经科主任审

核，质量管理科审批后，根据情况进行处理。协同质量管理

科一起调查该物料对血液质量可能造成的影响，调查范围可

扩展至当批次所有物料、同源供方的其他物料。质管科执行

《不符合项管理程序》《物料管理程序》，并填写关键物料

处理通知单，每年对不合格物料进行汇总、统计、原因分析，

对物料采购进行纠正预防措施。以上措施的实施反馈良好。

8 小结

献血者以及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都会受到血液

标本采集过程中关键物料质量的影响，要严格把控血站关键

物料的采购、验收、储存以及领用等流程，实施全程质量控

制和管理。在此回顾了我站建立全方位、系统化的关键物料

质量控制过程，投入使用管理系统以来对关键物料进行严格

管理，确保使用的物料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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