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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consumables 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management process is relatively com-
pl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edical product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methods and signific-
ance and effect of moder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andardizing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of 
medical consumables, establishing the secondary library management mode,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o realize the whole process and informationization managemen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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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品耗材具有一定的特质，且管理流程较为复杂，文章分析了医品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并

阐述了采用现代信息化管理，规范对医品耗材采购流程、建立二级库管理模式、实行系统信息一体化等

方法及其意义和效果，实现对高值耗材全过程、信息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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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疑难杂症开展的手术也愈来愈多，医品高值耗材的普遍使用及其自身

具有的一次性、有效性及安全质量要求高、价值高等特需要求，使医院对医品耗材的管理日益成为一个

重要问题。医院高值耗材管理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医院正常运营，而且与医疗质量、患者的切身利

益也息息相关。医品管理如何转变模式，优化流程，提高医品的管理水平，确保医疗耗材在医疗服务中

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已成为医疗机构领导关注的焦点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1]。 

2. 医品耗材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1. 医品管理流程复杂：在民营医疗体系的医品包括：药品、试剂、耗材、器械、设备医疗等 

繁多项目，其管理也较为复杂。 
1) 物资管理流程：医品等材料需经临床申请，各级审批同意，采购、验收、入库，财务付款，临床

领用，完成了医品材料物资流程的全过程。但若采购入库时不能及时了解供应商的“三证”如注册证、

授权是否过期；采购的药品、耗材等物资将会存在质量上的安全隐患[2]。  
2) 收费管理流程：卫生材料经采购入库，科室领用，库管通知财务根据物价文件制定合理的收费标

准，录入 HiS 系统后，通知临床科室进行记费。但由于医生无法在医嘱中详尽体现卫生材料是否在医保

范围内等信息，再加上材料品种、规格、型号的多样性，无论是记费选择规格型号差错，还是 HiS 系统

录入材料数量的差错，或是库管通知的不及时等任一环节出错，都会造成材料记费上的差错，尤其是手

术病人的计费或出院病人不能及时计费，或计费有误而引发病人的不满。 

2.2. 医品管理模式过于简单 

由于人力与信息等各种原因，许多高值耗材仅停留于一级库管理阶段，材料经科室申购到院后，经

库管验证、办理出入库手续，临床领用记费，财务确认付款。而对临床科室领用的高值耗材缺乏跟踪管

理，科室领用的耗材监管长期处于管理上的真空状态，材料领用无计划，造成材料闲置、积压、浪费、

甚至过期，不但挤占了医院的大量资金，如若将过期材料误用于患者，还将诱发医疗纠纷或事故，给医

院和患者带来极大的风险。 

3. 加强医品耗材管理的对策 

采用现代信息化医品管理克服了以上这些缺点[3]，使医院的医疗耗材管理达到了无误、及时、准确。

规范医品耗材供应商资质管理，医品采购和库管要严格把好医品、耗材的质量和价格关，应用现代信息

系统理顺并建立好各科物资台账，并定期清查核对，按规范要求建好、管好医品库。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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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规范医品、耗材采购流程 

3.1.1. 规范药品及高值耗材供应商资质管理 
医品部将供应商资质论证后，录入物资管理系统，当供应商的三证及授权等资质时效到期时，系统

将自动有“红色”提示；供应商只有重新提交有效的资质文件后才会被医院采购，从而有效保证了高值

耗材使用的安全可靠性。 
采购： 
1) 严格把好进货渠道：“三证”必须齐全；力求货比三家与集团医品部及时保持沟通联系，原则上

所需采购物品均需从集团采购指南、地方招标中标目录中选购，这样价格可更低廉和安全。 
2) 在药品、耗材申购时都要说明申购理由：① 适应症；② 院内有无同类可替代产品(如药品原则上

应进一只出一只)；③ 是否在医保可报销范围内？④ 价格；⑤ 估计用量(月)；⑥ 需采购量；⑦ 备注：

如造成滞销/过期，将由申购者负责(问责制的引入)！ 
另外药品：① 要以当地在医保范围内的为优先；② 为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对一些低端的药品，

如羟苄唑等眼药水(仅 1 元多/支)也应准备些；③ 严格控制中药针剂的采购，因为制剂提炼不纯而易引起

药物反应，抢救时无确切的击抗药物，所以尽量采用可替补的替换掉；④ 可适当采购些口服中成药的消

炎药，以严格执行卫生部对抗生素使用的规定(西药)。 
3) 设备：申购时需说明所购设备的：① 先进性；② 市场占有用户名(即考核其的性价比)；③ 使用频

率；④ 创收效益；⑤ 估计成本回收期限；⑥ 后期的保修、维护年限；⑦ 检查验收所需设备的“三证”

及“报关、检疫证”等；⑧ 还应与相关设备供应商联系，落实设备后期的培训、临床讲座等相关的问题。 
4) 具体采购流程：① 由临床(主治以上医师)提出申请→递交科主任审签→医品(医务部)审签→院长

审签→递交药事、设备委员会(由秘书汇总资料)讨论(每季度召开 1 次)→CEO (药事、设备委员会主任)审
签→再报集团医品部审批→下单采购，完成采购流程，不得先斩后奏；② 及时与临床沟通联系，满足临

床对医品的需求。 
5) 说明：① 对特、急需医品(药品、耗材、设备、器械) 申购审批流程可走“简易通道”：流程可

特事特办(但不可超过 3 次)，后补办手续递交药事、设备委员会通过备案。② 严禁药师或临床进行“统

方”，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对于违规“药商”，将列入“黑名单”通报[4]，并无条件清除其在本院的所

有药品，永不再进！ 

3.1.2. 建立二级库管理 
库房分一级库和二级库[5]：一级库负责医院所有高值耗材的采购、入库、出库、报损、退货、有效

期管理、库存量管理等工作；二级库则是以临床科室为基准的独立单元，常用的医品耗材直接在二级库

中领用，一般备货不超过半月的量。 
1) 耗材领出被患者使用时，产生记费，办理消耗手续。二级库耗材的有效期、结存量由 HiS 系统自

动生成。一级库高值耗材的有效期会随着产品自动带入二级库中，使高值耗材的有效期管理得到了全程

监控。而且随着二级库库存量 His 系统的自动生成，可以准确计量医院医品耗材的总库存，为医院建立

医品耗材科学库存量和合理领用量奠定基础。 
2) 二级库管理由专人(护士长)对医品耗材进行分类存放管理，并将各类耗材按有效期限有序排放，

材料使用先选择接近失效期的原则，并实行专柜加锁，月末盘点制度。核对高值耗材实际结存与电脑账

是否一致，若存在差异，库管员应查找原因，进行分析，责任到人，持续改进。 

3.1.3. 完善出入库管理和查询功能 
医品管理得好与坏，对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科室盈亏都是很重要的。运用了计算机管理后，对各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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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库存及请领都有了一个确切的数据，而且对产品的质量跟踪及性能各方面有了较全面的掌握，可随

时提供所供物品的产地、供应商、出产日期、有效期、批号、数量及发放量。应用现代信息系统建立好

各科物资台账，与 His 系统做到无缝对接，并能定期清查核对和对即将过期的材料将提供“预警”功能，

每半年大清仓查库一次。以独特的优势共享医疗耗材数据库的基础信息，优化管理流程，为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管理平台。做到按规范要求建好、管好医品库，明确资产责任人，以不断加强

责任心，层层落实为后期绩效考核作好准备。医品管理工作既提高了效率，增加了效益、减少了库存和

各种原因造成的浪费，还避免了过期，可使医院耗材费用降到最低，带来超乎想象的经济效益。动态的

管理已经成为医院增收节支的利润源泉之一[6]。 

3.1.4. 实行医用耗材的零库存管理 
所谓医用耗材零库存管理是指医用耗材能保证医疗过程正常使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低库存量占

用最低资金量的库存额度，能使医用耗材发挥最大效益。 
1) 实行代销库管理方法：医品部要及时掌握市场产品及价格的信息，引入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

让供应商主动下调贵重耗材价格，切实维护医院和患者的利益。对高值耗材，由临床科室根据手术需

要提出申购，医品部门在材料招标目录内选择具有资质的供应商，经双方协商确认价格后：① 由供应

商提供申购耗材的相关信息及使用耗材的名称、规格、型号给医院铺货（即暂不付款），医品根据手

术实际使用的量，按月与供应商联系，按实际已使用量开取发票结算。② 对于特需的高值耗材，由临

床提前 2 天提出所需的高值耗材申请，医品即与供应商联系，采用特快专递邮寄方式，次日常可到达

医院，登记验货办理出人库手续，再与供货商联系开取发票结算。③ 对于开业前期医品耗材积压、滞

销的物资：a) 及时通报临床，尽快配合将其消化掉；b) 对财务尚未付款的物资与相关供应商联系进行

退换；c) 对不肯退换的物资，与供应商协商采用调拨存放供应商处进行周转有效期，以尽可能避免造

成过期或失效！ 
2) 可以控制合理库存，促进各科室节约耗用量，同时使医用耗材供货商之间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制

约的良性机制，帮助医品管理部门加强对医用耗材，尤其是高价值耗材(如人工晶体、晶体张力环、义眼

台等植入材料；雷珠单抗、康柏西康等药品)的管理，控制库存，通过招标等方法使耗材供应商在提高供

货质量的同时降低价格，提高医院财务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  
3) 采用“高值耗材”先使用，后结算的管理方法，不仅减少了高值耗材挤占医院流动资金的现象，

缓解医院资金压力，而且库房实行零库存，减轻了材料管理的难度，从而有效防止高值耗材的遗失和乱

收费现象，提高医院对高值耗材的动态管理能力。 
医疗耗材的采购占用医院经济支出的一大部分，医品采购管理也是做好医院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环

节。应用现代 His 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不易产生错误，既维护了科室利益，克服了乱记账现象，提高

了库管效率，也方便计算机分类管理。规范采购行为，理顺进货渠道，合理运用资金，降低成本[7]，使

医品采购工作走上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而使医院的经济处在良性运行状态中，院领导及

各科室也能及时掌握耗材使用信息，制定科学合理的采购和使用计划，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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