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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码技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barcode technology in managemen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in operat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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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条形码技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我院的手术室高值耗材为对照组选择普通管

理，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的手术室高值耗材为研究组选择条形码技术管理。结果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管理指标更好（P＜0.05）；研究组

医生的耗材供应满意度更高（P＜0.05）；研究组的管理质量评分更高（P＜0.05）。结论条形码技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更加

显著，能够有效规范高值耗材的整体使用效果，提高医生对于耗材供应的满意度和管理质量，值得推广。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barcode technology in the managemen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in operating room. Methods The high-value 

consumables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high-value 

consumables in the operating room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nagement index of the study group was better (P < 0.05). Doctor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supplies of consumables (P < 0.05). 

The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arcode technology in the managemen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in operating room is more remarkable, which can effectively standardize the overall use effec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improve doctors' satisfaction with consumables supply and management quality, 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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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的高值耗材大多都是植入或固定在患者某受损位置去发

挥支持、代替以及修复功能的特殊耗材。因为该类耗材会直接作用

在人体，所以临床对其使用的安全性整体要求也比较高，而保证功

能的有效和质量的整体可靠性和提高临床手术成功率并改善管理

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1]。而手术室是医院里面应用高值耗材最多的

一个科室，所以对于耗材的管理难度要更大，如果管理欠佳，就会

阻碍手术的顺利进行，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隐患。目前，伴

随管理信息化技术的逐渐进步，条形码技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的应

用也逐渐普遍[2-3]。现对我院手术室的高值耗材开展应用分析，发现

条形码技术管理的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本院所有手术科室的高值耗材进行统计，选取2021年1月

-2022年1月我院的手术室高值耗材为对照组，全年耗材共2300件；

2022年6月-2023年6月的手术室高值耗材为研究组，全年耗材共

2425件。本次研究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方法 

对照组：选择普通管理，包括予以定期判断，确认耗材保管 情

况，以及对损坏的高值耗材及时予以上报反馈与处理等。 

研究组：选择条形码技术管理，具体内容如下：（1）领用。库

管人员在医院手术室工作人员领用对应的高值耗材期间，需要对其

外包装上的条形码予以扫描，并把具体的领用科室和人员等相关信

息录入电脑里面；工作人员需要仔细对库管人员对应入库时录入的

具体规格、批号和有效期等相关内容予以核对，并仔细核对耗材对

应的物价项目，确定收费信息准确后签字领用。所有的条形码都 

一式3份，每个条形码都对应专门的高值耗材。（2）使用。手

术巡回护士在科室物资人员处去领用耗材期间，需要使用个人的ID

去登陆医院信息系统(HIS)，并选择具体的手术患者，进到手术批价

环节，将条形码的后4位数字准确录入，从而让高值耗材的所有信

息准确显示出来。在确认后，医院系统就会自动的在患者批费上去

记录高值耗材的具体物价条目。（3）登记。手术巡回护士应该在高

值耗材的登记薄上去粘贴一张条形码，把患者的姓名、耗材名称和

具体规格等相关信息也进行准确登记。然后把另一份条形码去粘贴

在科室单独的记账单上，来确保物资的领用人员可以和库房有效核

对；最后一份条形码去粘贴在临床手术护理的对应记录单里面，并

存档病案室。（4）查询。医院手术室的管理人员在系统帮助下，按

照条形码去核对整体的批费情况与记账单，从而准确了解领用和使

用情况，确认是否有漏记等情况。在核对准确后，统一汇总记账单，

并及时和库房对账。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高值耗材的管理指标。 

比较医生对两组高值耗材供应的满意度：采取我院自制调查问

卷予以了解，选择我院52名手术医生进行统一回访，满意程度满分

为100分，在80分以上为满意、60~79分为较满意、60分以下为不满

意[4]。 

比较管理质量评分：采取我院自制调查问卷予以了解，具体包

括手术室的工作效率、计费管理、护理缺陷管理和护患沟通四方面，

满分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护理质量越好[5]。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 SPSS22.0 做分析，其中计数行 X2（%）检验，计量行 t

检测（ ）检验， P＜0.05，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管理指标更好（P＜0.05），见表1。 

表 1  管理指标对比（例，%） 

组别 例数 
信息记录错

误 
收费情况 不良事件 耗材可追溯 

对照组 2300 290（12.6） 189（8.2）360（15.7）1885（82.0）

研究组 2425 92（3.8） 46（1.9） 108（4.5）2425（100）

X2 / 5.697 4.421 5.632 5.012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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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研究组医生的耗材供应满意度更高（P＜0.05），

见表 2。 

表 2  耗材供应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2 34 18 65.4% 

研究组 52 47 5 90.4% 

X2 / 5.897 6.452 4.985 

P / ＜0.05 ＜0.05 ＜0.05 

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管理质量评分更高（P＜0.05），见表3。 

表 3 管理质量对比（分， sx ± ） 

组别 例数 
手术室的工作

效率 
计费管理 护理缺陷管理 护患沟通 

对照组 52 69.82±8.45 70.63±7.49 72.86±8.54 70.32±9.56 

研究组 52 94.25±7.36 95.34±8.12 96.38±9.12 95.89±8.97 

T / 15.231 18.654 17.346 16.475 

P /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伴随医学技术和医院业务的逐渐进步，医院高值耗材的具体种

类、包含领域以及科技含量等方面都有了持续的发展，并在临床的

手术治疗里面发挥越来越关键的意义，但是高值耗材的整体管理现

阶段还没有形成足够规范的流程，所以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医院

管理的整体难度[6-7]。常规高值耗材的管理目前主要存在下面几个问

题：①在纸质书写以及半信息的整体模式下，欠缺信息数据系统的

有效支持，所以很难完成全程监管；②医院的整体监管制度不够完

善，对于部门对手术室高值耗材的整体监管力度欠佳[8]；③去纸质

手写相关记录比较费力，出现的不确定性也较多，容易发生错填及

漏填等相关不良情况；④容易造成计价和收费环节的整体随意性，

提高多收、误收以及少收等情况的出现机率；⑤在纸质记录的整体

模式下，如果要了解耗材去向，需要人工查找资料可减少耗材追溯

的整体准确性，就会影响临床的工作效率，如果出现不良事件，对

应的追溯工作也会受到影响。而手术室属于高值耗材需求量最大的

部门，选择高质量且高效率的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改善整体的护理质

量[9-10]。 

条形码技术目前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的具体管理期间可以发挥

以下优势：①确保收费的准确性。由于各条形码和物价的收费项目

已经相联，所以就能够实现自动计费的作用，可以有效保证收费的

整体准确性。而且，条形码技术还可以预防批费项目发生选错或由

于手误造成数量错误等情况[11]。②可以方便处理突发的状况。该技

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的具体管理期间，可以有机的把耗材和患者的

个人信息合为一体，来保证能够追踪准确到个人，而不是批次。而

且一旦出现高值耗材的不良事件时，政府和医院也能及时做出有效

反应并使用追溯机制[12]。③加强高值耗材的整体管理质量。在条形

码技术跟踪提供的整体帮助下，手术室的工作人员可以全程清楚高

值耗材的具体使用情况，并准确确定各环节的相关负责人，从而间

接提高流程的整体管理质量，帮助手术室内部对使用的高值耗材予

以单项管理[13]。④可以建立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在使用条形码技

术之后，患者可以通过电子查询等手段清楚的了解自身手术所应用

的相关高值耗材的具体内容和流程，提高医患彼此的信息沟通，减

少由于手工信息错误造成的医患隔阂，从而有效建立和谐友好的医

患关系。⑤提高工作效率。在使用条形码后技术之后，手术室护士

可以通过扫条形码或是录入数字就可以尽快找到手术所用的高值

耗材名称，从而有效缩减整体的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14-15]。文

章对两组高值耗材对比后发现，与对照组比，研究组的管理指标更

好（P＜0.05）；研究组医生的耗材供应满意度更高（P＜0.05）；

研究组的管理质量评分更高（P＜0.05）。研究表明，条形码技术管

理的效果更好，能够明显改善高值耗材的管理指标，提高医生的供

应满意度，改善管理质量，提高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条形码技术在手术室高值耗材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更

加显著，能够有效规范高值耗材的整体使用效果，提高医生对于耗

材供应的满意度和管理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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