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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医院医疗器械采用人工管理的模式，无论是医疗器械的流动、取用或是损毁，都需要工作人员利用手工方式清点核查，工作

内容极其繁琐，工作量极大，易出现误差且不便检查。对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极大的损耗。面对时代的发展，当前的医院医疗器械

管理已经不能采用传统人工模式进行，必须采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本文从介绍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当前现状出发，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分析，并根据问题进行了策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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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器械管理系统现状 

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器械占据着医疗机构中各
类物资消耗相当大比重，医疗器械的储备量也直接决定了医疗机构
在资金方面的收入高低，对后续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
因此，医疗器械管理系统是否能够运转良好，对加强医疗器械核算、
确保医疗器械质量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医疗机构优化流程管
理同样具有奠基作用。 

当前，我国现有的医疗器械管理系统是依托于医疗机构内部大
的信息系统建立而成，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器械管理存在的弊端。
总的来说，医疗器械管理系统的建立，主要起到了以下几点作用。 
（一）规范医疗器械管理流程 

在大的信息系统基础上，医疗器械管理系统能够分散为各子系
统，规范医疗器械的出入库、申请与领用、流通、损毁上报等流程，
使医疗器械管理更加符合现代化管理要求，形成规范、科学的管理
模式，帮助使用系统的医疗机构便捷地对所属医疗器械进行管理与
调控。 
（二）提高工作效率 

主要是大大缩减了各类不必要的时间节点，减少了人工存在的
误操作可能。同时运用完善的信息链，直接对接涉及医疗器械申领、
流通的各环节，加强了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之间的信息获取量，
对提高医疗机构整体工作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完善内部医疗器械管理制度 

借助医疗器械管理系统的便捷性与易操作性，能够帮助医疗机
构更加明确地指定各个岗位的管理职责，并在相应岗位的操作规章
制度中，对其操作流程、操作权限予以规定，真正做到账、物分开，
对会计岗位及相关财务核算进行有力监督，避免因医疗器械积压造
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当前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发展面临的困境 

尽管医疗器械管理系统能够给医疗机构带来诸多方面的益处，
但建设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问题： 
（一）信息化思维不足 

在当前的医疗器械管理系统中，往往存在着资源浪费现象。部
分医疗机构，在花费不菲资金购买了现代化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后，
仍然在操作上较为生疏，操作岗位员工不懂、不会操作。更有甚者，
系统购置后就丢在一边不用，仍然沿用老一套工作方法进行医疗器
械管理事项，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不符合当今医疗器械管理
的发展模式。此外，在医疗机构各科室与医疗器械管理部门进行交
接、信息传递等互联互通环节时，特别是医疗器械采购与征询需求
量的环节，在信息化方面做得还不够。在医疗器械的出入库统计方
面，仍然存在依靠人力方式解决的现象，造成信息滞后，给医疗机
构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业务能力不足 

有些需要脱离于系统运用人力解决的问题，往往存在工作失误
问题。因为医疗器械管理岗位在医疗机构内部相对来说较为边缘
化，与外界接触较少，自然会成为医院整体管理质量控制的“盲区”，
带来一定的工作失误。部分医疗机构在医疗器械管理系统的操作岗
位上，存在一定的年龄“断层”现象，极易出现不懂操作、不会操
作、不熟悉操作的人把控系统管理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

器械管理系统利用率不高，导致部分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继而资
源找到浪费。此外，部门医疗器械管理系统操作人员，仍然存在不
充分利用系统、沿用老方法、老思路进行各涉及医疗器械相关节点
的现象，造成了协调、对接上出现滞后，导致了效率的降低。 
（三）网格化管理水平不足 

当前的医疗器械管理系统，主要只是针对器械进行分类管理，
对于采购、存储、申领、使用等环节的规范化制定还不够深入。主
要存在系统内部模块的混乱、不易于操作的情况，导致职能不明，
不利于医疗器械管理水平的提升，对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条理也会产
生一定影响。同时，对各医疗器械信息要素的分门别类能力还存在
不足，特别是缺乏“大类别包含小类别、小类别交叉小类别”的层
层嵌套能力，且在各要素的搜索、收罗中，在汇总、分析要素及数
据等方面的能力还有所欠缺，导致了对应器械要素的缺失，造成工
作延误。此外，欠缺按照重大事项建网格、提升医疗器械管理系统
丰富性、层次性的能力。主要是针对部分存在的重大采购事项、重
大器械调整事项的记录与汇总有所缺失，在信息的及时公开上也存
在延误，造成了一些医疗器械得不到充分利用，对信息管理系统的
应用不够充分的问题。  
三、提高医疗器械管理系统构建与应用能力的措施 

针对当前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重点提升，以期达到提高医疗机构医疗器械管理水平、充分利
用信息化系统为医疗建设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目的。 
（一）提高操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医疗器械管理系统是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所以，无论是专职
进行管理维护的工作人员，还是任何一个能够自由登陆的医生、采
购、申领人，都应当对其进行专门的系统操作培训，着力提高这部
分涉及使用系统人群的系统操作能力，特别是针对各操作岗位相关
职能，进行与其他岗位之间的交叉式操作能力、对接能力训练，为
平日的医疗器械管理工作打好基础。 
（二）加强医疗器械管理系统安全防护 

医疗作为能够切实提振国计民生建设发展水平的基本社会保
障制度，其医疗器械使用、申领、采购的安全防护能力较为重要。
面对当前信息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冲击，部分防护措施不到位的医
疗器械管理系统有可能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造成部分病人病情、
器械使用情况外泄，有可能会导致病人受到不良影响，甚至造成医
患纠纷。应当着力提高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加大资金与人力
上的投入，为实现系统安全、保密能力的提高保驾护航。 
（三）增加器械知识模块 

在配发子系统中增加器械知识界面，通过各种使用说明和原理
知识模块提高医疗器械在使用中的操作规范性和效率，并可在医疗
器械使用交流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时，医疗器械知识模块
的建立，能够在网络信息化的加持下，为医疗器械管理提供反馈及
时、信息准确、可扩充、实用和交互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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