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管理 

 209 

医学研究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急诊科精益管理适宜模式的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suitable models for lean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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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急诊科精益管理适宜模式现状进行综述，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公立医院急诊科精益日常管理的适宜模式提供证据支持。
方法：通过文献回顾的方法，检索 Web of Science、PubMed、万方、知网中关于“护理高质量发展”、“急诊精益管理”、“精益日常管理”、“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rsing”、“Emergency lean management”、“Lean daily management”的文献，从当前的护理管理现状出发，整合现有证
据。结果：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护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健康中国的建设尤为重要，精益化的理念以及精益日常管理模式对于
护理管理的日常工作、护理团队建设、护理能力建设、护理科研教学的建设都有积极的作用。公立医院的急诊科作为危、急、重症患者的窗口
部门，引入精益的管理理念以及其精益日常管理模式，有利于构建科室的安全文化，改善急诊科的就医环 境，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服务能
力，从而有助于提升患者、医护、社会的满意度。讨论：急诊的精益化管理是持续改善的过程，如何运用好精益化手段，对医院质量管理、医
院的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 
Abstract Purpose: To review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itable models for lean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and provide evidence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 suitable model for lean daily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tho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literature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mergency lean management", "Lean daily 
manage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rsing", "Emergency lean management", and "Lean daily management" in Web of Science, PubMed, 
Wanfang, and CNKI were search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nursing management, existing evidence was integrated. Resul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public hospital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ursing disciplin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The concept of lean management and lean daily management mod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aily work of nursing management, 
nursing team building, nurs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science research teaching.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public 
hospitals, as a window department for critically ill, urgent, and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troduces a lean management concept and its lean daily 
management model, which is conducive to building a safety culture in the department, improving the medical environment of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enhancing the work and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medical staff, and thereby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medical staff, and society. 
Discussion: Lean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t is worth exploring how to use lean methods 
effectively to promote hospit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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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nursing management; Emergency treatment; Lean management;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在“十四五”时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明确指示，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是医疗
行业主要发展方向，护理作为医疗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级
学科，护理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着四高“高水平医院建设、高质量专
科发展、高标准专业实践、高效率医疗服务”，四化“学科化、体
系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落地生效，而精益日常管理能让护理日
常管理由粗放型管理走向精细管理，是推进护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抓手。 

1.概念阐述 
1.1 精益管理 
精益管理[2](Lean Management)是来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所

创的独特的“丰田生产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是以最低
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安全、最高的斗志打造最佳的品质的
生产模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几位国际汽车
计划组织的 专家总结提出。它的基本理念即以价值为出发点，通
过在流程设计上的取舍，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并进行持续的改
进，最终实现管理效率的提升。而精益医疗[3]是最早是由 Long JC 将
精益管理引入医疗行业，并逐渐发展起来，逐步形成精益管理的模
式。 

1.2 精益日常管理 
精益日常管理[4]（LDM）是指组织和培养员工、协调科室的日

常工作、建立全面的、目的明确的流程用于帮助临床工作人眼实现
组织目标的一种有约束力的日常工作方法。在临床中，精益医疗的
首要原则是关注患者、关注价值，缩短治疗时间及其他作业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临床质量。 

2.目标 
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中，急诊科的建设总体目标是关

注患者的需求，为急诊科患者提供最快、最安全、最佳的服务，提
高患者的救治成功率[5]。“急诊急救大平台”的建设是以时间轴为核

心，以提高危重患者的救治效率及效果为目标的建设平台，急 诊
科的“五大中心”的建立也是围绕时间轴、提高医疗救治质量及效
率[6]来开展工作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上，
灌输员工精益管理的理念 以及利用精益日常管理的方法进行管理
来实现急诊学科的提效增质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找出现存的工作
中存在的不足，分析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
资源的整合及利用，避免浪费，提高效率，创造价值。 

3.方法 
3.1 科室文化 
3.1.1 建立有凝聚力的团队文化：海底捞的团队文化中有一句用

“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种有员工内部凝
聚力的科室文化。当我们护理人员学会欣赏别人优缺点，积极学习，
定期去提升自我，然后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护理人员在临 床
上因自己的努力、能力，团队的力量做到挽救生命、改善患者结局
或者获得患者的认同的时候时，护理人员会获得巨大的成就感。科
室管理人员可以带领护理人员将自己的职业规划与科室的目标达
成共识，以目标为导向，营造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团队文化。 

3.1.2 创建人人参与的组织安全文化[7]： 
精益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创造科室全员参与的组织文化，我们临

床一线的工作问题以及安全隐患，是要靠我们临床一线的员工去识
别以及解决问题，最终出来的解决方案也需要靠临床 工作人员实
施。精益管理中，科室流程化的每一步都需要员工的参与，从发掘
问题，设计，临床实践，感受改进的效果，反馈改善再到流程化。
科室管理人员促发员工自发、自觉地参与组织安全的构建，从中体
会改进效果，获得成就感，激发创 造力，形成人人参与的安全文
化。在组织中，“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当我们的员工参与到
科室的安全构建中，员工的自发自觉的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解决
问题的最重要的步骤。 

3.2 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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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急诊科的拥挤现象比较严峻，已逐渐
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8]。目前我国的三甲医院存在严
重的急诊拥挤现象，就急诊患者就诊而言，根据美国医院协会报道，
急症及危、重症患者的平均急诊科逗留时间是 3 小时， 而在拥挤
的急诊 则长达 5.8 小时[9]。运用精益管理的理念，分析急诊科的分
诊、患者就诊、抢 救室就诊、绿色通道、患者处置、患者结算等
患者服务全过程，简化工作流程，尽可能优化工作流程，减少患者
的等候时间，减少消耗，推动价值流，创造价值。 

3.3 习惯的养成 
习惯性工作是员工的自动化工作，当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流程的

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是员工的习惯化工作。
而要把一项新的任务或新的流程形成员工新的习惯，则需 要多次
的重复，科室管理人员需要坚持地不断提醒我们的员工使用新的流
程，监管新的流程是否落实到位，员工需要为其付出努力，最终才
能养成新的习 惯，新的工作流程才会顺利落地。当然在新流程适
应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反馈、困难，这对于习惯的养成也会形
成一定的阻力，但逐步根据反馈的信息改善流程，能助力员工更好
地习惯新的流程。 

3.4 避免人员的浪费 
精益管理源于丰田的生产模式[10]，在其生产模式中提出“人才

浪费”是组织最大的浪费，在“丰田屋”模型下，“尊重他人”以
及“持续改进”是其两大支柱。在医疗机构中，人才的浪费 是医
院的最大的浪费。人力成本在医院的运营支出中占很大的比例，并
且人力资源的利用是医院发展的核心。我们在精益管理的理念视角
下，发展人力资源，从组织的目标出发，避免组织员工才能的浪费，
让其在我们的组织中发挥自己智慧以及能力。科室管理人员需要尊
重员工，学会培训员工积极地参与我们的工作，将其想法及计划引
导到组织目标上，将个人的发展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鼓励他们
在工作中发现问题，然后运用自己的能力以及想法解决这个问题，
再分享出来，尊重员工的意见以及想法。 

3.5 “7S”管理 
“7S” 管理是的“7S” 指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

（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安全（safety）、速度/
节约（speed/saving）[11]。“5S”管理源于日本独特的企业管理方法，
是精益管理的基本原则与工具，后来的“6S”管理、“7S”管理都
是在“5S”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为精细化的管理方法，
能进一步地提升医院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在组织中，围绕“公立医
院高水平建设”，以“7S”精细化管理为载体，建立起标准化、规
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执业环境，不断提升员工素养，营造一个
干净、整洁、高效、安全、节约的工作环境，为公立医院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6 质量控制管理 
3.6.1 质控全员化、日常化 
精益管理融入日常工作，实现质量管理的习惯化、日常化、全

员化。把质量管理管理工作授权给员工进行一线管理工作，在一线
工作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科室管理人
员，科室管理人员调配资源后不能解决的再向上级领导报告。而对
于一线管理人员的质量控制数据，科室管理人员需要及时做好引
导、监控，在员工汇报或者上交数据时、到达现场参与一线工作的
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反馈。 

3.6.2 回归患者，围绕患者进行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需要回归患者，围绕患者的安全、患者的满意度、患

者的舒适度进行护理的质量控制。现在通过文献检索发现[12-13]，很
多的质量控制都是由评价表、评分表对护理人员进行考核，再通过
数据分析将安全质量问题提出。科室管理人员把质量管理落实到患
者的护理，患者的安全、患者的感受，能更有效地做好护理质量管
理，注重科室的风险环节、风险时间段，并对其进行分析，整合措
施，提升临床医疗质量。 

3.6.3 营造安全的不良事件上报氛围 
在 2020 年 WHO 下发的文件中，《患者安全 事件报告和学习 系

统技术报告和 指南》[14]中指出:收集不良事件的报告，分析其影响
因素，做出方案，比收集报告更能保证患者的就医安全。但通过文
献[15]的二次研究发现，护理人员对于不良事件的上报并不积极。营
造科室安全的氛围、鼓励性的安全的环境，鼓励护理人员将不良事
件上报，重视不良事件，持续改进护理质量。 

4.讨论 
公立医院的急诊科作为危、急、重症患者的窗口部门，每天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患者，患者病情重、时间急，在每时每刻都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问题，加上医护合作的关系、各科之间的联系、
护患的关系等形成了急诊独特的复杂的环境，在本文推荐科室管理
引入精益的管理理念以及其精益日常管理模式，有利于构建科室的
安全文化，改善急诊科的就医环境，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服务能
力，从而有助于提升患者、医护、社会的满意度。 

急诊的精益化管理是持续改善的过程，能对医院的质量管理、
卓越运用有很大的推动力，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精
益管理通过消除无增值的时间、动作和步骤，按照患者的需求提供
无缺陷的、及时的医疗服务，保证医疗服务安全、有效，同时为医
疗机构带来良好的财务绩效。医院引入精益管理理念，优化流程，
消除浪费，如浪费的时间、多余的步骤，让医疗机构的人、财、物
都紧紧地跟随着患者走，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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