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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后勤中央运送数智化管理与应用

宋 洋　吴 胤　李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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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后勤中央运送业务信息化系统上线应用作为切入点，结合实际中央运送工作中

的信息化运行现状及待解决问题和未来展望进行分析，提出基于信息化系统的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变革路径及管理实践，

对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后勤业务管理提供借鉴，通过信息化数据支撑以及相应信息化监管体系的建立对医院后勤工作进行一

次全方位的现代化改革，构建现代化后勤管理体系，帮助多院区医院后勤工作精细化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医患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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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院管理模式正在从传统化的粗放型、经验

型向现代化的智慧型、精细型发展。同时，加之我国信息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医疗领域也迎来了信息化发展的浪潮，

在此背景下，医院后勤精细化管理作为提升医疗服务效能、

优化资源利用的关键一环，成为医疗机构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1] 后勤的数智化、信息化建设是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保障，

也是医院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运送作为医院后勤

重点业务之一，在标本配送、患者陪检等业务模块也正处于

管理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

本文以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后勤业务管理中的中

央运送这一业务模块信息化转型为例，阐述信息化智慧系统

在后勤工作中的应用以及未来还需持续改进的方面和展望。

1. 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的背景及现状

近几年，政府部门对医院后勤管理改革、精细化管理

等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医患满意度，医院

需整合、补充支持性服务的资源，优化支持性服务的流程，

并采用信息化系统对全院的支持性服务进行统一管理，形成

全院所有支持性服务一站式申请、一体化调度、标准化管理

的智慧管理模式，更好地支撑医院高质量发展。

我国医疗机构后勤信息系统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发

达国家，医院后勤平均信息化手段利用率仅有 13.48%，应

用普及情况较低且有较大的差异性。[2] 优质的临床服务依赖

于医院各方面的良好配合，医院后勤管理是医疗服务中至关

重要的一环，借助医院智慧建设，积极引入后勤精细化、智

慧化管理系统，可以加强后勤服务中各环节的管控，进一步

优化后勤服务流程，大幅提升后勤服务质量和效率。有效节

约管控成本，带动医院高效运营。[3]

2. 医院后勤中央运送业务信息化的运用

2.1 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中央运送信息化转型及运

行现状

2.1.1 中央运送工作介绍

中央运送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服务体系，依托于科

学的管理理念，是目前智慧医院后勤业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通过引进专业第三方物业公司的经验及资源，采用标

准化流程，采用 24 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方式，为医院提供收

集和运送各种医疗标本以及传送各种重要文件等服务，并保

证所运送物品的安全性、及时性、准确性。中央运送还包含

住院患者的服务，包括病人在院内的转运、陪检等。

2.1.2 中央运送信息化转型过程

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患者住院入院率常年保持较高

水平，随之对应的标本检验量及标本配送需求也较大。信息

化上线前，巡科人员每日多趟到病房收集样本时均需要手抄

患者信息、标本信息、起始科室、送达科室等多条标本信息。

手抄标本信息的做法存在多处弊端：（1）错误率高：

手抄标本容易出现信息错登、遗漏、重复等问题，导致数据

不准确。（2）效率低：手抄标本需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人工成本高、时间成本高、效率极低。（3）难以监管：手

抄标本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检索，也不便于管理者统计、

收集、分析数据。（4）不利于长期保存及查阅：手抄标本

信息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导致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大量的

纸质版文件也不利于保存及查阅，如遇纸张破损等问题还会

导致数据丢失等严重问题。以上弊端导致标本运送过程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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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特别是多院区医院跨院区标本转运

时，手抄登记的弊端体现更加明显。因无法对每一个标本进

行手工登记，很难实现标本的全流程追踪效果，在标本丢失、

标本放置太久未及时上机检验等问题上，很难进行管控。[4]

为尽可能消除安全隐患，为医院提供一个高质量、高效的标

本运送服务，因地制宜地上线及应用智慧化、信息化系统成

为后勤业务及监管必不可少的一步棋。

2.2 中央运送信息化上线实践

2.2.1 中央运送信息化推进过程

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是利用信息化平台，融合软、硬

件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及优化，结合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来开展医院信息化运送

服务。后期还要与医院 HIS 系统 / 集成平台等系统对接，实

现标本取送、患者陪检等各业务模块的流程化管理与规范，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以及完整的闭环管理，对各个环节进行实

时监控，使其运送轨迹安全可追溯，实行精细化作业，通过

对信息化系统使用的不断落实和优化调整，在及时发现并纠

正配送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配送路线最优解及人力成本最

小化。[5] 同时，利用大数据以可视化技术呈现出来的工作量

等数据的统计分析更精准高效和智能。

因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标本配送量较大，因此优

先推进了病房巡科及多院区间通道岗位的标本配送信息化

采集过程。通过（1）前期调研标本与文件类型、出发科室

与送达科室、配送类型及科室关联；（2）在信息化系统中

创建标本与文件类型、出发科室与送达科室，添加相关配送

人员信息；（3）生成出发地及目的地地点二维码并在相关

科室张贴；（4）为配送人员安装信息化 APP 并关联至 PDA

及完成业务培训和监管。有了这四步准备工作，2023 年 4 月，

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住院部开始试运行中央运送公司

提供的智慧后勤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目前，本系统可以对

巡科人员、通道人员的工作量进行实时监控，对科室的标本

配送需求进行及时响应及反馈。

2.2.2 员工端操作流程

员工端具体操作流程共有 6 个步骤，（如图 1 所示）

图 1

2.2.3 中央运送信息化数据量体现

截至 2024 年 8 月，智慧后勤标本配送信息化系统已运

行满一年四个月。由表 1、表 2 中数据可以看出，信息化系

统推进速度很快，临床科室对信息化标本扫码的接受及配

合程度很高，信息化系统在临床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

2024 年 4 月，在临床科室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门诊部分

小实验室及一部住院部病房信息化系统也已上线使用，目前

已有 70 个科室陆续加入信息化系统中，信息化扫码标本量

已达到 94 万管。（如表 1、表 2 所示）

表 1  2023.4-2024.8 科室信息化标本采集数据量

区域 2023.04 2023.05 2023.06 2023.07 2023.08 2023.09 2023.10 2023.11 2023.12

一部 0 0 0 0 0 0 0 0 0

二部 17755 46382 47844 48928 48145 43757 50095 67537 65465

门诊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17755 46382 47844 48928 48145 43757 50095 67537 6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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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023.4-2024.8 科室信息化标本采集数据量

区域 2024.01 2024.02 2024.03 2024.04 2024.05 2024.06 2024.07 2024.08 总计

一部 0 0 0 149 2083 2679 4924 5352 15187

二部 68091 46993 63022 58464 59586 58480 67600 65400 923544

门诊 0 0 0 58 396 966 607 202395 2422

总计 68091 46993 63022 58641 62065 62125 73131 71147 941153

表 2  2023.4-2024.8 科室信息化标本采集数据量折线图

2.3 中央运送信息化应用的必要性

中央运送信息化应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提高运送效率：通过信息化手段，在节省人力手

动抄写登记时间的同时还能降低差错率，提高运送效率。同

时，信息化还可以实现对标本运送过程点位进行监控，及时

发现和处理配送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标本运送任务的顺利完

成。（2）降低运送成本：信息化上线后可以减少员工手抄

登记所需要的纸张、墨水等办公耗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运

送资源的利用率，进一步降低运送成本。（3）提升服务质量：

信息化可以实现对运送服务的全流程跟踪和监控，为临床及

后勤监管部门提供准确的运送数据，省去不少沟通成本及纠

错成本。（4）促进业务发展：信息化可以为中央运送业务

提供大量的数据对比和资源支持，通过对运送数据的深度挖

掘和分析，能发现临床科室对配送业务需求量的侧重占比，

为给临床提供更优质的后勤服务提供数据支持。

2.4 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监管

实现信息化功能就是为了推动智慧医院后勤高质量发

展与建设，也能优化现有组织结构以改变粗放式管理所带来

的一系列弊端。信息化系统如何进行日常运行及维护也是一

大重点，第三方公司通过责任分包制，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分

工，对整个信息化系统进行全面的监管：如系统性能、系统

运行由信息系统公司的系统维护经理和技术支持主管进行

监管和实施，而数据安全和用户行为则由项目经理及项目信

息主管进行日常监管。院方相关业务监管老师则会用随机抽

查的方法对信息化系统的运行效率及安全性进行不定期的

抽查，通过有效的第三方监管与院方监管相结合的模式，能

够更好地保障信息化系统构建的稳定性以及日常信息交互

的质量。[6]

3 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待解决问题及未来展望

3.1 信息化系统待解决问题

3.1.1 急查标本配送及陪检版块信息化上线困难

除了巡科人员每日七次固定时间的病房标本收取之外，

科室还会有急查标本需要紧急配送，现有流程为病房致电调

度中心告知有急查标本需要取送后调度再派单给巡科人员；

陪检预约流程也为病房致电调度中心告知病人姓名、性别、

年龄、床号、需做检查项目等内容，调度中心调度员手动登

记后再现场派单至陪检人员，陪检前、后也均需医护人员手

动在陪检本上进行签字确认。如上线急查标本和患者陪检信

息化系统，医护人员均需在 PDA 上填写急查标本信息或患

者陪检具体需求，进行线上预约。改变其原有致电预约的工

作方式，可能会导致医护人员线上预约时间的增加，对医护

人员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对新的信息化系统有所抵触，科

室在信息化系统中对急查标本和陪检需求的信息填写也可

能存在失误。

3.1.2 信息化系统孤岛

由于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中央运送业务目前运行

的信息化系统为中央运送公司提供，为保证患者隐私安全，

中央运送公司所提供的信息化系统中扫码后仅登记并显示

标本条码，不涉及患者姓名、年龄、检查项目等具体信息。

同时，运行过程仅在外包公司信息化系统中实现全流程闭

环，未接入医院 HIS 智慧信息系统，无法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服务流程完整的闭环管理，导致临床科室如有对某个标本的

配送过程进行追溯需求时仍要依赖中央运送公司的信息化

系统进行检索及查找，增加了工作流程且降低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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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信息化系统切换困难

北京市某多院区三甲医院医、教、研各口业务现涉及

多个信息化系统，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技术标准，应有统一

的信息化建设公司介入，对医院各口业务进行整合后，在

统一的信息系统内再对各口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进行优化

和再造。[7]

3.2 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未来发展展望

未来，通过第三方信息化建设公司与医院 HIS 系统的

对接，能实现科室任务同步推送，任务进行的各个状态及时

间节点也会同步显示给任务派发科室。

但是，新旧信息系统切换时可能会存在窗口期、导致

系统运行效率低、影响临床医疗工作进度等问题，因此，系

统切换时一定要多部门联动，稳步推进，还要有信息化建设

公司的驻场运维进行信息采集、平台运行等各方面保障并随

时做好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

信息化系统切换后，管理人员的监管也要更加精细化、

科学化。各岗位人员工作状态的实时管控；各项任务的报表

数据实时记录和统计分析；各项任务的分配统筹安排都能在

信息化的前提下实现任务执行的及时性和高效性。

同时，由于信息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设备的

购买、软件的安装、技术的服务以及系统切换的磨合都需要

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信息化建设和完善过程中保证充足

的资金投入，也是影响整个中央运送信息化发展进度的关键

指标之一。[8]

只有以上条件都兼备后，中央运送信息化系统的发展

才会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未来，其他业务也能够参考中央

运送信息化平台建设经验以及管理经验，顺应研发出与其业

务相匹配的信息化系统。

4 小结

大力发展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医院后勤管理创新的内在驱动，是

深化实践“绿色医院”“智慧医院”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

后勤业务发展的一场新的革命。[9] 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信息管

理平台，收集一系列的后勤业务运行数据，能为医院后勤管

理做出正确决策提供有力保障，降低医院试错成本，这是后

勤管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隐形经济效益。[10] 同时，通过后

勤综合信息化管理平台 , 能够助力医院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用科技的手段帮助医院降本增效。[11] 未来，我们也

将不断尝试在更多后勤业务领域实施智慧化、信息化运行及

监管手段，通过平台化的数据共享、数据交换、业务交互等

服务向着更加智能化、集成化、安全高效的方向发展，以满

足现代医疗服务的需求并提升医院整体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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