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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研发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代替手工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方法　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为开发平台，以临床需求为牵引设计系统功能，系统开发后在眼科手术室试用３个月征求医师和护士意见并改进，重

复３次。通过比较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和手工管理两种方式的工作效率、准备晶体的正确率以及成本，评价所研发系统的功能。

结果　使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犘＜０．０１），同时降低了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两种管理方式在准备晶体的正确率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研发的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能显著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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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内障是全球第１位致盲性眼病，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

工晶体植入手术是其复明的最好方式 ［１２］。由于白内障患者

多、手术时间短、接台快，要保证为每位患者选择最合适的人工

晶体植入以获得最佳视力，不仅需要人工晶体库存数量充足，

还要求在申请、使用、入出库、数据统计分析等各个环节及时快

速、方便准确。目前临床普遍采用手工管理或者进销存管理系

统［３４］。但由于人工晶体价格昂贵、种类繁多，屈光度数和型号

复杂，手工管理已不能满足手术需要，它存在效率低、人力成本

高、无法实时显示库存变化，不方便手术医师、护士和患者及时

了解和选择，过期晶体难以被及时发现等问题；而进销存管理

系统仅适用于普通手术耗材的管理，缺乏白内障手术和人工晶

体相关内容，限制了其在眼科的应用。因此，如何建立更加科

学高效的人工晶体管理方法一直是眼科手术室管理的难题。

本研究设计和开发的“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应用１

年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人力资源成本。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眼科编制病床１１９

张，眼科手术室共７个手术间，１０名护士。每年手术量１００００

余台次，其中白内障手术量２０００余台。库存人工晶体现有１３

种型号，度数范围在－５．０～３０．０Ｄ，总库存量约１３００余片，设

专职护士管理。

１．２　系统开发环境　以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依托眼科

信息管理系统，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为开发平台，Ｃ

＃ 为开发语言，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为数据库服务器，设计

和开发“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１．３　系统开发使用流程　课题组设计系统功能和要求，与软

件公司合作开发。系统开发完成后在眼科手术室试用，试用３

个月后征求白内障手术医师和手术护士意见以便改进，重复３

次以完善系统功能。

１．４　系统的功能设计与临床应用

１．４．１　系统功能模块简介　系统主要有３个功能模块，即晶

体管理、统计报表和系统管理，每个模块下设多个菜单，手术医

师和护士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使用。为方便医师随时查询和选

择手术需要的人工晶体，该系统和“眼科信息管理系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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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见图１。

图１　　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模块

１．４．２　申请和使用人工晶体流程　手术前１天，医师在“眼科

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手术安排，点击“申请晶体”即可关联到“人

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从“晶体信息”选择手术需要的

晶体后提交，巡回护士即可核查医师申请的所有手术患者的人

工晶体信息，然后打印列表为次日手术准备晶体，手术结束后，

巡回护士在系统中将已使用晶体出库。

１．４．３　晶体管理功能介绍　包括晶体信息、晶体入库、晶体出

库和采购计划４个菜单。晶体信息中可查询备库晶体的相关

信息，如晶体种类、屈光度、价格、库存数量等，帮助手术医师和

护士了解和正确选择。晶体入库采用激光扫描枪扫描人工晶

体条形码获取序列号的入库方式。晶体出库包括从申请单出

库、扫描出库、出库流水３种方式，护士根据需要选择，出库确

认后，系统会自动更新在库晶体明细。系统根据每日入出库情

况自动生成采购计划，ＩＯＬ专管护士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申购信息。

１．４．４　统计报表功能　包括晶体报表、查询报表和统计分析

３个菜单。护士输入查询条件，系统会自动生成报表，报表内

容包括各种类别、各种型号、各种度数的晶体入出库明细、在库

数量、拟购数量等项目；系统也可根据患者ＩＤ号、手术医师、晶

体型号等多种条件生成报表。统计分析以柱状图显示，可以直

观地显示各种类别的晶体入出库数量。

１．４．５　自动预警功能　晶体失效期６个月前或库存数量不足

时，系统会自动弹出对话框显示预警，提醒晶体失效期限和库

存数量不足，防止晶体过期和库存晶体数量不足影响手术顺利

进行。

１．５　评价指标

１．５．１　工作效率　对信息管理系统和手工管理在晶体申请、

入库、出库以及完成报表所需要的时间分别记录，进行比较分

析。一名护士操作，另一名护士同时记录时间，重复５次，计算

平均时间。对晶体申请、入库、出库３项操作，均记录完成１０

枚晶体所需要的时间。报表则记录完成每月报表所需要的时

间，连续记录５个月，计算平均时间。以秒为时间记录单位。

１．５．２　准备晶体的正确率　比较护士用手工管理（２０１２年

１～６月）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２０１３年１～６月）两种方式准

备晶体的正确率。

１．５．３　成本　对两种管理方式的人力资源成本和过期晶体产

生的成本进行比较。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狓±狊表示，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结果采用犉犻狊犺犲狉确切概率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的工作效率比较　信息管理系统比手工管理的入库

时间、出库时间及申请晶体时间分别减少了２０．９％、４９．０％和

７５．２％，尤其是完成月报表减少的时间高达９９．８％（犘＜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完成各项工作需要的时间比较 （狓±狊，ｓ）

项目 信息管理系统 手工管理
时间减少比例

（％）

晶体入库 １８８．８００±７．２５９ ２３８．６００±６．１０７ ２０．９

晶体出库 ２１６．０００±７．３１４ ４２３．６００±１６．５０２ ４９．０

申请晶体 ２９１．８００±１５．２０５ １１７６．０００±６８．４１０ ７５．２

完成报表 ３０．８００±５．５４１ １５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５２．３１６ ９９．８

２．２　两组的准备晶体正确率比较　其中由于有一个理论频数

（错误晶体数）小于１，因此结果采用犉犻狊犺犲狉确切概率法计算犘

值，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信息管理系统和手

工管理两种方式准备晶体的正确率无明显差别，见表２。

表２　　准备晶体的正确率比较

组别
准备晶体

总数（枚）

正确晶体数

（枚）

错误晶体数

（枚）

正确率

（％）

信息管理系统 １５２１ １５２１ ０ １００．０

手工管理 １２４８ １２４６ ２ ９９．８

２．３　两组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比较　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

管理系统投入使用后，如表１所示，护士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因此将ＩＯＬ管理专职护士由３人减为２人，这样节约了１名护

士所涉及到的工资、奖金等支出成本约每年数万元。手工管理

时，每年因有效期过期而报废的晶体平均为４枚，按每枚晶体

平均２０００元计算，损失非计划成本８０００元。而信息系统设

计了预警功能，会在ＩＯＬ失效前自动提醒管理人员及时使用

或更换，避免出现过期导致浪费的问题。使用信息管理系统一

年来，动态库存晶体达到３０００余枚，总价值约６００万元，没有

出现１枚晶体过期的现象。

３　讨　　论

人工晶体管理除了与护理工作效率、成本控制高度相关

外，还可影响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患者手术后的视觉效果，因此

发展科学的管理系统至关重要［５］。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

于对手工管理的改进［６］。有研究实现了人工晶体管理的计算

机化，但仅能查询库存和报表生成，不能和门诊与病房的医师

工作站关联，入库操作繁杂，没有数据分析及拟定采购计划等

功能［７８］。

本研究研发的人工晶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与医院就诊

系统、眼科信息管理系统均无缝链接，医师在门诊诊室即可根

据患者病情查询在库晶体信息，预定个性化的人工晶体，及时

告知患者所选晶体对提高其视力和视觉质量的预期效果。同

时，护士在准备人工晶体时，可方便地链接到眼科信息管理系

统，核查患者的眼部检查数据，更准确为患者准备人工晶体。

在入出库管理方面，利用条形码具有惟一性的特点，激光扫描

人工晶体条形码的方式，从而达到简单快速、方便准确的目

标［９］。数据分析功能帮助管理者了解人工晶体入出库情况，分

析医师和患者选择晶体的倾向和趋势，为更科学地拟定次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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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体招标计划、及时调整库存种类和数量、合理控制成本

提供证据支持。系统还可以根据每天使用人工晶体的情况自

动生成拟购计划，为管理者提供数据参考。由于手术方式的创

新和变化，人工晶体的种类和功能也越来越复杂，１枚晶体的

信息包括品牌、材料、形状、Ａ常数、袢类型、直径、屈光度，是前

房型、后房型或瞳孔支持性、单焦点或多焦点、矫正近视、远视

或散光，是否遮挡紫外线等，为了方便新的手术医师和护士更

好更快地学习了解人工晶体的相关知识，建立了人工晶体信息

库，除了备库晶体，还纳入了目前市场上常有晶体的详细信息，

并及时更新［１０］。使用信息管理系统和手工管理准备晶体的正

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可能与护士岗位能力培训

质量高、术前访视患者熟悉手术相关信息以及严格执行手术核

查制度有关。无论哪种管理方式，都要求护士熟悉患者病情和

人工晶体的相关知识，严格“三查七对”，以避免差错的发生。

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增长的患者需要，医院管理、

诊疗服务、临床研究的信息化、网络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

展趋势，也是提高临床诊疗质量和医院管理水平的必然要

求［１１１５］。本研究自主设计研发的人工晶体计算机管理系统取

代了手工管理模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作者将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手术室其他高值耗材的计算机

管理系统，向实施手术室全面信息化管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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