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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医保制度下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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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医疗改革和医保政策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管理成为医疗机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

对医保制度下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前高值耗材种类繁多且管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接着，文章探

讨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改进措施，强调优化采购机制、强化信息化管理、提升科室人员使用意识等可为医用高值耗材

使用效率提高、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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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use management of high-value consumables under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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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medical reform and the evolving medical insurance policies，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the 

high-value medical consumabl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use of medical high value consumables under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high value consumables and many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mode. Then，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the use management of medical high-value consumables，emphasizing that optimizing the 

procurement mechanism，strengthen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the use awareness of department personnel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se efficiency of medical high-value consumabl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medical high-value consumables；use and management 

 

随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覆盖范围逐步扩

大，公民的参保率显著提高，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进

而极大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水平。

医用高值耗材通常指的是具有高技术含量、高临床价值且价

格昂贵的医疗器械和材料，广泛应用于复杂手术、介入治疗、

疾病诊断等多个领域[1-2]。近几年，在参保人群不断增加和医

疗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愈发频繁，进而

对公民医保支付标准和实际负担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结合相

关权威文献和医院实际情况，探讨在医保体系下医用高值耗

材的使用管理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以期为医疗资源合理配

置提供参考。 

1 医保制度下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现状 

1.1 医用高值耗材概述 

目前，医用高值耗材其技术含量高，生产工艺复杂，涵

盖医疗设备配件、手术材料、介入器械等多个领域，能广泛

应用于心血管疾病、骨科手术、神经外科手术等高风险和高

精度的医疗干预过程中，成为医疗机构和医保部门关注的焦

点，其主要特点在于技术含量高、成本昂贵、使用频次低但

临床价值突出[3]。而这些高值耗材的高成本主要来源自其精

密的制造工艺、独特的功能设计及对患者治疗的深远影响，

例如心脏支架、人工关节、脊柱植入物等，这些产品对患者

的治疗效果有决定性作用，且往往难以替代[4]。 

1.2 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问题 

现有的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模式主要依托医院自身

的管理体系与国家医保政策的规定，具体通过采购、使用和

费用结算等环节予以实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

问题。 

首先，医用高值耗材的价格形成机制直接影响其使用管

理。当前，部分高值耗材的定价机制尚不透明，市场竞争不

足，导致部分高值耗材价格虚高，增加医院采购成本和患者

医疗费用[5]。此外，医院高值耗材采购普遍涉及多个部门和

环节，包括临床科室的需求提出、医学装备管理科的审核、

财务部门的预算控制等，流程繁琐，管理链条冗长，容易导

致效率低下和耗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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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医用高值耗材的库存管理也面临困难。由于此类

耗材成本高、使用频次低，加之部分耗材具有严格的保质期

和储存条件，医疗机构常需根据临床需求变化随时调整库存

策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医院未能实现精准的高值

耗材需求预测，导致库存积压或短缺现象频发，既影响临床

使用，又加重医院成本负担[6-7]。此外，由于医用高值耗材种

类繁多，部分医院还存在分类不明状况，导致耗材随意堆积，

进而出现浪费。 

最后，医疗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也是影响高值耗材使用

现状的重要因素。部分医疗机构在高值耗材管理中缺乏统一

的标准流程，临床科室耗材需求计划、审批流程、使用记录

等环节存在管理漏洞。重点是在高值耗材的临床使用与结算

环节，缺乏有效的监控手段，导致实际使用量与采购计划、

预算控制之间的脱节。此外，部分医院在高值耗材使用的监

管中依赖传统的手工记录和报表，信息化管理程度低，难以

实时监控耗材的使用和成本情况，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管理

效率低下[8]。 

2 医保制度下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对策 

2.1 优化医用高值耗材采购机制 

在医保制度下，为确保医用高值耗材的合理采购与供

应，必须优化现有的采购机制。具体应通过区域性或国家级

别的集中采购平台，实行统一采购模式，强化规模效应，以

降低采购成本和高值耗材价格的波动性。此过程中，严格执

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确保采购流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避免价格垄断与价格虚高现象。此外，医院可以建立一个实

时价格监控系统，有效监管采购中的价格波动，确保高值耗

材采购价格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还应建立高值耗

材的质量评估体系，在采购过程中综合考虑高值耗材的技术

参数、临床适用性、市场反馈等因素，确保采购的高值耗材

不仅具备合理成本，还能满足临床需求。最后，应加强对高

值耗材供应商的资质审核，确保供应商具有合法资质和稳定

的供货能力，以防止耗材供应链断裂导致临床使用中断。 

2.2 加强医用高值耗材库存管理与优化配置 

基于医用高值耗材库存不合理容易导致资金占用、耗材

过期、临床短缺等问题，应加强对高值耗材的库存管理，降

低材料成本，减轻公民医保支出。首先，应定期收集医院各

科室的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情况，通过智能软件进行计算分

析，总结使用规律并提出未来需求预期，库房根据预期结果

对库存进行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并结合高值耗材保质期、

供应周期等因素，制定精准库存计划，避免库存过多或不足

的情况。同时，建立高值耗材的定期盘点与过期预警机制，

避免耗材的过期浪费和资金沉淀，确保耗材始终处于最优库

存水平。其次，应引入医院高值耗材的 ABC 分类管理方法，

将耗材按价值按照使用频率分为高、中、低三类，针对不同

类别耗材采取不同的库存管理策略。如对于高频次使用的高

值耗材保持较高的安全库存水平，而对于低频次使用的耗材

则应采取零库存或按需采购策略。最后，应加强与供应商的

合作，缩短高值耗材供应链的响应时间，优化供应流程，确

保临床需求与库存之间的良好平衡。 

2.3 规范管理机制和引入信息化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医保制度下的医用高值耗材使用管理水

平，还应建立完善的规范化管理机制并引入先进的信息化管

理工具。首先，医疗机构内部应制定统一的高值耗材管理制

度，涵盖耗材的采购、使用、评估、报废等环节，确保管理

流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其次，设立高值耗材的专门管理部

门或委员会，负责对耗材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管和评估，防止

出现过度使用、滥用等现象。此外，信息化管理在高值耗材

管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引入信息化系统，医疗机

构可以实现耗材的全程追溯和动态监控，确保各个环节透明

可查，并能够实时掌握耗材的使用情况。同时，通过信息化

手段进行大数据分析，还可以为高值耗材的使用提供科学依

据，优化决策过程，进而实现高效的管理控制。 

2.4 提升科室人员医用高值耗材使用意识 

在医保制度下，科室人员对医用高值耗材使用意识也会

直接影响到其合理使用与管理效果，因此必须加强对临床科

室人员的培训与意识提升，促使其在日常工作中树立成本效

益观念与资源节约意识。首先，应定期开展医用高值耗材使

用管理专题培训和案例分析，保证科室人员明确高值耗材的

临床适应症、成本效益分析、医保政策的最新动态。其次，

针对不同科室的高值耗材使用特点，制定个性化的使用指导

和评估标准，增强科室人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其在日常操作

中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最后，还需将科室高值耗材使用

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评估，针对超额或不合理使用耗材的情

况，进行适当惩罚，确保科室人员在高值耗材使用上时刻保

持合规意识。 

结论 

在医保制度框架下，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管理直接关系

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医保基金的有效利用。通过优化采

购机制、强化信息化管理、合理调控库存以及提升科室人员

的制度意识等措施，可有效提高医用高值耗材的使用效率，

降低医疗成本，保障患者的医疗需求，并缓解医保基金的支

付压力。展望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医用高值耗材在不同

层级医疗机构的实际应用性，优化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使其更加灵活且具备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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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汤剂和针灸的联合应用，观察组患者在临床症状改善时

间、血液流变学指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均显示出优于

对照组的结果。这表明，育阴潜阳活血通络法在治疗脑梗死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临床症状改善方面，观察组患者肢体无力、语言障碍

和吞咽困难等症状的缓解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

这可能与育阴潜阳活血通络法中所使用的中药成分有关，这

些成分能够有效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神经功能恢复。针灸治

疗的加入，通过刺激特定穴位，进一步加强了治疗效果。 

在血液流变学指标方面，观察组患者的全血粘度、血浆

粘度和红细胞压积在治疗后均有显著改善：P＜0.05。这说

明育阴潜阳活血通络法能够有效改善血液的流动性和微循

环，从而降低脑梗死的风险。 

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观察组患者出现的恶心呕吐、

头晕不适等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可能是

因为育阴潜阳活血通络法在治疗过程中更加注重个体化治

疗，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剂量和针灸方案，从而减

少了不良反应的发生。 

综上所述，育阴潜阳活血通络法在治疗脑梗死方面具有

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血液

流变学指标，并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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