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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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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临床医学和影像学相结合以来$介入手术就以微创%安

全有效%并发症少及住院时间短等优点受到广大患者和医务工

作者的喜爱$成为与内科%外科并列的临床三大支柱性学科!

随着现阶段介入诊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基层医院纷纷购入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

BA

*

ADC;SVWDGC7DA:HCH

*

A:

*

GC

@

$

Y

$

.2E

#等大型

仪器设备用于介入发展!但由于价格昂贵$各项投入较多$我

国基层医院为资源共享$常常采取各临床科室共用的措施(

"

)

!

因此$进一步探究对基层医院介入室的有效管理$以期降低手

术感染%设备损耗及物资浪费$本文就当前我国基层医院介入

室精细化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现报道

如下!

!

!

我国基层医院介入室管理现状

!!

现阶段$由于介入管理学在我国刚刚兴起$加之基层医院

人员%设备等水平参差不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精细化管理在

我国基层医院介入室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基层医

院介入室还停留在一人统管$各临床科室参与的模式$使得由

于介入室管理极不到位而引发的手术感染病例数较多(

#

)

!尽

管近年来介入室提倡手术室管理模式$将精细化管理运用其

中$但基层医院精细化管理研究理论及成果切实落实到实践的

报道却很少!

"

!

我国当前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

!

基层医院自身问题
!

目前$尽管一些基层医院的介入室

应用了精细化管理$但多数仍未对管理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及

落实到位!许多基层医院仅仅是将精细化管理这一科学管理

概念依照大医院生搬硬套过来$而未结合医院%科室及医护人

员水平等实际情况制订符合自己科室的精细化管理!同时$在

一些基层医院介入室中$仅将精细化管理作为形象工程$而未

真正应用这一科学管理手段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处

理!未真正让精细化管理发挥其改变现有流程及人员习惯的

效用$没有简化原本复杂的事件$将管理制度化$更谈不上形成

适合自己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流程体系等成熟应用(

5

)

!

"!"

!

人员水平问题
!

由于精细化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是

科学管理的第
#

个层次!在现阶段我国基层医院医护人员文

化程度水平较低$以及许多医护人员在上学时期未系统地学习

过科学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使得一些基层医院即便有心在

其介入室引入精细化管理$也无法有效实施该管理手段$进而

阻碍了精细化管理的推广应用(

4

)

!

#

!

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的研究进展

#!!

!

强化基层医院介入室人员的精细化管理意识
!

罗轶玮

等(

)

)研究发现$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的应用最为重要的

是该科室人员的精细化管理意识!只有在全体人员确立了精

细化管理的科学管理意识后$每位工作人员才能够根据科室现

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再找出薄弱环节后进行层层

细化%责任分配的精细化管理!

由于介入手术涉及各科室成员$其意识及操作各异!精细

化管理强调将工作做好做细$其内涵概括为精%准%细%严!各

成员配合要达到精细化管理$必须充分发挥全员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通过各科室成员之间的互相学习%共同沟能$达

到人人参与管理$管理在人人之中的效果$让介入室流程整合

与再造$最终实现介入室操作及流程的规范化和精细化!同

时$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让每一位参与介入手术的人员

做到小心缜密%遵守原则$时刻把患者放在第一位$严格操作流

程$做好手术%环境%物资及设备的管理!因此$只有让每位参

与介入手术的人员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自觉意识及监督意

识$才能将精细化管理的作用发挥到位$在首次就能将工作彻

底完美的完成+也只有全体介入人员树立了精细化管理的思想

后$才能真正通过改变工作流程%工作制度$进而改变工作人员

的习惯$真正将组织流程视为精细化管理的着力点$形成每次

手术后检查
/

纠正
/

处理的循环工作模式!总之$大量研究表

明$现阶段对于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的应用首先要强化

每位介入人员的精细化意识$提高介入人员的思想水平$进而

真正使精细化管理发挥其作用(

=/(

)

!

#!"

!

完善基层医院介入室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各项制度
!

现阶

段$绝大多数基层医院介入室均只配备
"

台
.2E

设备$医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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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室均共用该设备进行介入治疗!这便大大增加了各手术

之间交叉感染的概率!加之介入治疗需要多学科%多人员的参

与$而这些参与人员各自的无菌概念不同$进而导致医院发生

感染的潜在因素增大!所以$要想切实贯彻介入室精细化管理

的实施$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如&介入室精细化管理工

作制度'&介入室耗材管理制度'&介入室消毒隔离制度'及&介

入室医院感染管理制度'等(

9/6

)

!

同时$根据梁洪蒙等(

"3

)的研究可知$要想使精细化管理发

挥最大作用$还要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器

材使用制度$对于医院各个科室的人%材%物要不断优化与整

合$并对医院的介入诊疗器材统一管理$尤其对一次性介入器

材的使用与处理要严控严防$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介入诊疗器

材!对于污染物的处置要做到分类%及时%规范!严格遵从医

疗废物管理流程!此外$不同科室使用交接时要做好交接记

录$对于可回收的器械应及时送至器材管理处(

""/"#

)

!

介入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刚性的管理环境!管理制

度要求体现人性化$但人性化不等于自由化!为了落实各项制

度$介入室管理应在强调人性的同时强化制度的刚性!而体现

刚性管理的特点就是介入人员在执行制度时无弹性$违反制度

后要严格处理$若不严格处理$制度就不能真正落实$则无法保

证介入手术的顺利进行%介入物资的准确无误及介入设备的完

好无损$无法达到医院资源最优化$无法实现患者医疗水平的

改善$无法实现新医改的最终目标!

#!#

!

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的关键
!

对重点环节的控制

及持续的质量改进是基层医院介入室精细化管理的关键!因

目前基层医院介入室空气感染病例较多$介入室内空气消毒$

工作人员手消毒和无菌操作$以及介入室污染物处理是介入室

医院感染防控的重点环节!精细化管理首要的工作便是对上

述各方面进行工作划分%责任分配(

"5

)

!这包括对介入室预防

感染的事前%事中及事后控制
5

个方面!其中$事前控制是管

理者积极主动地提高医疗质量$降低感染风险的手段!而事

中%事后控制则是对医疗工作的持续质量改进管理!王宝娜

等(

"4

)研究显示$对于植入静脉输液港的护理实施事前%事中及

事后精细化管理$能够将感染率从
55>

降至
4>

左右$效果十

分明显!

同时$

0CG$C

Y

等(

")

)研究表明$对于介入室的室内空气消

毒%工作人员消毒及无菌操作等重点环节的控制与管理是精细

化管理的关键!基层医院介入室要严格依据&医院空气净化管

理规范'对介入室空气进行净化消毒$而医护人员则要严格进

行六步洗手法$以降低因手传播细菌而引发的医院感染!此

外$对于各项重点工作环节的持续质量改进也是基层医院介入

室精细化管理的关键之一$要通过检测%评估及问卷调查等多

种手段对介入室精细化管理工作进行持续质量改进$以达到最

佳的效果!

$

!

小
!!

结

!!

在基层医院介入室引入精细化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将复杂

的事件简单化$把简单的事件流程化$再把流程体系化$并辅以

制度化的管理要求$使得基层医院介入室有一个高效%精简%严

格的管理!进而减少因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医疗器械共用等因

素引发的医院感染%物资设备管理等问题!尽管现阶段还存在

着诸多不足$但在不断的实践%改进与推进中$精细化管理一定

会成为基层医院介入室管理的首选$并很好地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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