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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语音通知系统在输血闭环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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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在输血闭环信息化管理中应用智能语音通知系统，提升临床工作效率，降低人为差错，保障临床用血安全。

方法：通过将智能语音系统与输血管理系统对接，获取详细的配发血信息，从而将取血通知转化为智能语音播报系统，并

将每一个时间节点详细准确记录。结果：通过智能语音通知取血系统在临床取发血实践中的应用，2023 年第三季度输血科

减少了 86.73% 的电话通知工作量，输血科人员的满意度可达到 100%，临床科室医护人员的满意度也达到 95.5%。结论：智

能语音取血通知系统可以提高血液领取的通知效率，避免遗漏和错误，提高取血科室的满意度和安全性，同时也可以降低

医院的运营成本，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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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治疗是医疗治疗手段最重要环节之一，同时输血

也是关乎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1]。但是输血过程涉及部

门广、人员杂、程序繁等问题。临床输血信息化是为了确保

用血安全、合理、科学、有效，应覆盖患者检查化验到输血

后疗效评估及反馈的全过程。目前大部分医院临床输血信息

化更多的仅关注了输血科 ( 血库 ) 内部质量管理，而忽视了

输血过程中的其他相关联环节。而整个临床用血过程涉及临

床科室、护理部、医务科、输血科、信息科等多部门、多人员、

多程序、多环节，输血信息化的“各顾各”模式无系统连贯性，

存在很多弊端及安全隐患 [2]。输血科完成输血前一系列检测

及发血前各项准备工作后，通过何种途径通知临床取血是整

个流程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大多数医院输血科均采用人工电

话通知的方式逐个通知到临床用血科室。这种传统方式的弊

端在于：①耗时耗力，效率低下；②口头通知，容易出现错漏；

③时间节点记录困难；④全过程不可追溯。因此，在取发血

环节引入智能语音通知系统，可有效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

为工作差错，成为输血闭环信息化管理的重要一环。

1. 材料与方法

1.1 智能语音通知取血系统的设计

为提高临床输血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实现全闭环管理，

将输血科与临床用血科室的取血沟通方式由传统的人工操

作转变为智能语音播报系统，将沟通过程中的每一个节点转

化为信息系统的准确记录，减少输血科与临床用血科室工作

人员的人工接打电话的工作量，提高合作效率，避免交接班

过程中的错漏，延误患者的抢救和治疗。

1.2 智能语音通知取血系统的基本流程（见图 1）

图 1 智能语音通知取血系统的基本流程图

2. 结果

2.1 智能语音通知取血系统的实践应用

2.1.1 输血科工作人员完成发血前准备工作

输血科所有完成血型复核、交叉配血等发血前准备工

作后，待发血申请单和配合血液的基本信息情况会出现在通

知取血界面的列表中，输血科工作人员可全选或者有选择地

勾选需要发血的申请单，进行取血通知。  

2.1.2 通知取血

点击界面中“通知”按钮，可全选或者勾选，一键实现

同时通知多个科室和同一科室多个患者。进行取血通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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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增加任何通信专业设备，内部使用普通电话即可满足通

知要求。输血管理系统会根据预设的程序和规则，自动拨打

相应科室的内线电话号码（见图 2）。如遇电话忙音或无人

接听时，系统可根据预设的时间间隔和次数重复拨打电话，

无需人工干预。

图 2 输血管理系统取血通知信息界面

2.1.3 电话接听

临床用血科室固定电话接通后，系统可自动播放预先

自定义设置的语音内容，可包含患者病区、姓名、住院号、

床号、待取血液品种规格、数量、注意事项等信息，语音可

循环播放，关键信息未听清楚的情况下，可反复收听，直至

确认无误。接听电话者无需登录输血信息系统电脑终端，在

接听电话自带的数字键盘输入个人工号或其他数字身份确

认信息后可挂断电话。系统自动记录接听人员信息和接听时

间。如未录入个人信息而直接挂断电话，则通知电话会继续

重复拨打。

2.1.4 语音通知信息统计和确认

输血科工作人员可在通知取血界面或报表统计界面查

询智能语音通知情况，如患者基本信息、电话接听人身份

信息、电话通知是否成功、通知时间、具体通知内容等信息，

对于未通知成功的申请单可发起再次电话通知操作。（见

图 3）

图 3 智能语音通知取血信息统计查询信息界面截图

2.2 应用效果评价

输血科工作人员人工电话通知数量急剧减少，工作效

率提高（见表 1、图 4）。

2023 年第三季度总发血人次，以每人次进行一次电话

通知计算，需进行 8012 次人工电话通知，引入智能语音通

知系统后，6949 人次由系统自动完成，减少了 86.73% 的电

话通知工作量。

表 1 2023 年第三季度智能语音通知人次占比

发血人次
（次）

智能语音通知
（次）

百分比
（%）

7 月 2602 2284 87.78%

8 月 2628 2274 86.53%

9 月 2782 2391 85.95%

合计 8012 6949 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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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3 年第三季度智能语音通知取血工作量对比

输血科及临床用血科室医护人员满意度大幅提高

通过应用智能语音通知系统，临床用血科室医护人员可

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待领取血液的信息，减少等待时间，

以及主动拨打电话询问配血进度的麻烦，因忙于其他业务而

错过的电话也可重新接听。输血科工作人员可以节省大量的

拨打电话沟通时间，从而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对于

该智能语音系统的满意度调查中，输血科人员的满意度可达

到 100%，临床科室医护人员的满意度也达到 95.5%。

讨论

安全的输血治疗是临床诊疗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 , 在医

疗救治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血液信息化起步

于上世纪 80 年代，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

外输血信息化领域相关研究得以蓬勃发展 [3]。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以及在医疗卫生行业中的广

泛应用，在大数据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决策一个重要组成，

医疗健康行业的大数据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4]。信息化管

理输血全过程，可提供临床输血大数据，结合其他学科知识，

建立输血信息化管理平台，落实应用，有利于保障临床安全

有效用血，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5]。

临床用血过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稍有不慎就会造成

严重后果 [6], 因此要真正做到精细化的全闭环管理仍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我国临床输血信息化水平仍处在发展不均衡的

状态，各个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参差不齐，有些医疗机构只

能做到单个环节闭环管理 [7，8]；而有的医疗机构可以做到

从血液入库、出库、输血、血袋回收等多个环节的闭环管理
[9]。相比而言，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通过构建相关信息系统提

高了工作效率 [10-12]；医院的每项业务、每个管理活动等 ,

都可以用信息系统或技术工具 , 在任何时间、地点 , 通过相

应的终端设备来完成 [13]。 

临床用血涉及部门、人员、环节较多，过程繁琐，人

工管理效率低下 [14]，因此，必须要靠输血信息管理系统的

辅助才能保证临床用血的安全。临床用血管理系统闭环式操

作管理模式中，涉及单个部门独立完成或多个部门的合作完

成，如护理单元的标本采集、护理与输血科的血液的交接、

护理的输血前核对、护理的床边输血等整个过程都实现了信

息化，同时必须在上一环节正确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下一个环

节的操作，既可以及时发现操作中的不足，同时保证了每个

环节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完整性，以及血液制品与受血者关联

的唯一性 [15]。

本研究中通过取血通知的智能化信息管理的应用实践，

将 2023 年第三季度原本需要全部人工操作的 8012 人次取血

通知工作，转化为智能信息系统的自动化操作，以每发血人

次仅需通知一次统计，即可降低 86.73% 的工作量，如遇到

电话忙音或者无人接听的状态相应增加通知次数时，智能语

音通知系统将在更大程度上节省人力、物力成本，提高医护

人员的工作效率。系统上线后，对于该智能语音系统的满意

度调查中，输血科人员的满意度可达到 100%，临床科室医

护人员的满意度也达到 95.5%，足以见得智能语音在输血信

息系统中使用成效。

智能语音取血通知系统在输血信息系统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和重要的意义。它充分考虑输血科工作人员和临床

医护人员在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权衡

操作实施的得失性价比。不仅可以提高血液领取的通知效

率，避免遗漏和错误，提高临床用血的满意度和安全性，降

低医院的运营成本。同时可以作为纽带，将输血流程中输血

科操作环节模块与临床医护人员血液输注操作环节模块有

效链接起来，做到真正的全流程的无缝对接式的闭环管理。

既可以对取血通知时间进行溯源，也可以对责任人进行追

踪，实现用血安全全流程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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