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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医辅人员任务智能分配的抢单模式管理

贺吉群1,成鹏飞2,谢伏娟1,聂志芳1

摘要:目的
 

研发适用于手术室医辅人员任务分配管理的智能软件信息系统,并探讨其运行效果。方法
 

将2018年3月试运行抢单

信息系统的509台次手术设为实验组,对医辅人员运用抢单模式进行管理;对同期未实施的486台次同类手术设为对照组,运用

常规管理模式;比较两组的运行效果。结果
 

实验组应答时间和完成任务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护士满意率显著提升(均 P<
0.01)。结论

 

抢单信息系统精准记录了医辅人员的工作量和时间节点,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护理人员满意率,促进了后勤医辅人员

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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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
 

task
 

assignment
 

software
 

for
 

operating
 

room's
 

auxiliary
 

personnel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software.Methods
 

A
 

total
 

509
 

surgeries
 

performed
 

in
 

March
 

2018
 

were
 

recruit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auxiliary
 

personnel
 

of
 

the
 

surgeries
 

were
 

managed
 

with
 

an
 

intelligent
 

task
 

assignment
 

software
 

which
 

had
 

been
 

developed
 

by
 

refer-
ring

 

to
 

an
 

order
 

dispatch
 

model.
 

Another
 

486
 

surgeries
 

performed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enroll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uxiliary
 

personnel
 

of
 

the
 

surgeries
 

were
 

managed
 

with
 

routine
 

measures.The
 

management
 

effect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inte-
rvention

 

group
 

had
 

shorter
 

task
 

responding
 

time
 

and
 

completion
 

tim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operating
 

room
 

nurses'
 

satisfac-
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The
 

order
 

dispatch
 

system
 

accurately
 

recorded
 

the
 

auxiliary
 

personnel's
 

workload
 

and
 

on-duty
 

time,
 

which
 

improved
 

their
 

working
 

efficiency,
 

and
 

operating
 

room
 

nurses'
 

satisfaction.
 

The
 

system
 

also
 

boosts
 

scientific
 

and
 

refined
 

management
 

of
 

logist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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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单是源于“滴滴打车”、“菜鸟裹裹”等物流配送

和交通信息化领域的概念,即基于Andriod平台下信

息交互、优先获取信息的一种智能任务分配模式[1]。
主要优点是使用简单、便捷,手机实时查询追踪、可精

准统计工作量等。手术室是各医院工作性质纷繁复

杂的重要平台,流程优化、质量效率管理是医院管理

重点关注的问题[2]。需要外科医生、手术室护士、麻
醉医生和医辅人员的紧密配合,从术前准备、接送患

者、麻醉准备、手术、术后转运到术间清理、连台手术

等,任一环节的耽误均影响手术的效率和质量,从而

影响手术科室患者的周转率[3]。手术室后勤支持系

统是手术循环链中的重要一环,其中接送患者耽误、
术间清洁延迟、物品配送拖延等是连台手术中较为常

见的现象[4]。为有效管理手术室后勤支持系统,激发

医辅人员的工作主动性,提高医辅人员的工作效率和

质量,我院在借鉴“滴滴打车”软件基础上,协同研发

了一款基于任务分配和质量评价的抢单信息软件,并
于2018年3月在部分手术间投入试运行,取得较好

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是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核定病床3
 

500张,手术间55个,年手术量6万余

台,手术间平均利用率约为11.0
 

h/d。医辅人员48
名,其中男17名,女31名;年龄21~58岁,平均46.2
岁;在岗时间6~147个月,平均37.8个月;学历大专

3名,高中19名,初中22名,小学4名。本次研究选

取普外科、泌尿外科、骨科及妇科手术间进行观察,将
2018年3月试运行期间已安装抢单软件的上述科室

各随机选取1个手术间设为实验组,未安装抢单软件

的各随机选取1个手术间设为对照组。2018年3月

实验组手术509台次,对照组486台次。每个手术间

配置护士3名,其中主管护师1名、护师1名、护士1
名;保洁人员各配置4人。
1.2 方法

1.2.1 原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为社会外包,医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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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监管。外包公司负责招聘、培训、任务分配与

质量考核,手术室1名副护士长监管。医辅人员主要

任务为手术患者转运、物品运送、环境保洁、输送标

本、更衣室管理等。①任务分配:实施岗位区域包干

制,即48名医辅人员按照岗位任务量被分配到7个

不同的岗位,每个岗位按工作量合理安排人数,外勤

12名,内勤17名(保洁12名、专职平面卫生5名),后
勤4名,物流配送4名,夜班3名,更衣室3名,管理

岗3名(责任主管、班长及总调度各1名)。实行8
 

h
工作制,根据手术室工作时长连续或重叠排班,另安

排2名人员为总机动排班。②岗位职责:责任主管负

责全盘;班长负责员工培训、质量督查和总调度部分

工作;总调度负责对请接患者、请送标本和手术间清

洁卫生等工作实行派单和记录;外勤负责对外的辅助

工作,包括接送患者、送检快速病理标本、协助取血

等;内勤负责手术间和辅助间的清洁工作;物流配送

人员负责协助准备手术器械包、配送手术耗材和运送

转运床等;夜班负责所有急症手术相关的辅助工作,
含转运患者、手术间清洁、物品运送等;更衣室管理员

负责进入手术室人员的准入管理、更衣室的清洁卫

生、接收和发放清洁手术衣裤、清洗手术鞋等。周末

除安排3名医辅人员应对医疗以外,其他人员参与手

术室大扫除工作。③任务接收形式:主要分两种,固
定任务的岗位按流程按时间节点有计划地完成,比如

走道卫生、更衣室管理等;不定任务岗位采取电话通

知或自主巡视接收护士发出的指令,比如接送患者、
回收污染器械、连台术间清洁等。电话通知即由总调

度人员收到巡回护士指令后再电话通知其他员工分

配任务。自主巡视则由各岗位员工自行查看负责区

域的手术间进度,一旦手术结束,自觉到岗执行任务,
主要指手术间清洁卫生和回收污染物品等工作。
1.2.2 抢单模式

2018年2月抢单软件及硬件安装5间手术室进

行系统测试,3月安装20间部分运行,4月全部安装

正式运行。
1.2.2.1 协同任务模块设计 从满足临床需求出

发,根据医辅人员岗位职责,设关键词为任务按钮,如
接患者、送患者、收器械、术间清洁、送血气分析标本

等,按二级菜单形式排列,见图1。该任务菜单显示

在手术间平板电脑界面上,供手术间巡回护士发送任

务使用。
1.2.2.2 手机终端模块设计 充分考虑员工岗位工

作权限、排班时段、实时查询和数据统计等需要,系统

App界面呈现三级条目列表。一级条目即任务配置、
排班管理、任务管理、数据统计、数据分析。二级条目

中任务配置分为:任务类型、分组配置和计划任务;排
班管理分为班次设置、分组管理、排班记录;任务管理

分为计划任务、实时任务、计划任务发布;数据统计分

为任务类型和员工任务;数据分析分为发起任务分

析、任务量统计、员工工作量统计、任务执行时间分

析。

图1 抢单系统界面图

1.2.2.3 硬件准备与安装 该系统运行硬件环境需

要5个部分:①悬挂式平板电脑。安装“湘卫医管”抢
单信息系统,配备在每个手术间,供护士发送指令使

用。②智能手机。安装“湘卫医管”抢单信息系统,配
备给每名医辅人员,供其抢单使用。③蓝牙扣。安装

在每个任务执行点(手术间安装在自动门处),用于智

能记录医辅人员到达任务执行点的时间和频次。④
计算机。安装在护士站,供管理人员或总调度人员了

解任务抢单与执行情况和全面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出
现特殊情况时及时人工派单。⑤网络环境。手术室

区域实现4G网络覆盖,在护士站计算机位置布线外

网,实现安卓系统运行。
1.2.2.4 操作流程 以手术间保洁为例。系统操作

全流程分为5个步骤:第1步,发指令。手术完成,患
者离开手术间时,巡回护士点击平板电脑上的“保洁”
按钮。第2步,抢单。有相应权限(经过规范培训和

班次内的)医辅人员的手机将会有“嘀嘀”提示音,若
没有正在执行的任务,可点击抢单。若手头有正在执

行的任务未完成,则不可抢单。第3步,到达手术间,
记录起始时间。抢单员工携带保洁车(配齐卫生工

具)到达指定手术间,通过手术间自动门处的蓝牙扣

自动记录员工到达时间。第4步,执行任务。按标准

清洁流程完成手术间的清洁卫生工作。第5步,记录

完成时间。医辅人员完成保洁工作后,携带卫生车离

开手术间,靠近蓝牙扣记录完成时间。第6步,评价

工作质量。该手术间巡回护士在平板电脑上的任务

栏“质量评价”模块勾选相应选项,对医辅人员工作质

量进行总体评价。为奖勤罚劣、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提高医辅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每个月对医辅人员的工

作量及质量进行统计评价,评价结果与奖金挂钩。
1.2.3 评价方法 比较实施前后医辅人员对手术间

保洁工作的应答时间、完成时间、巡回护士对医辅人

员保洁工作完成的满意度。实验组数据由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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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自动获取,对照组制作任务执行登记表,通过手

术间视频监控专人记录。满意度评价指标包括保洁

及时、按流程操作、干净无残留,3项均满意界定为满

意。实验组由巡回护士在平板电脑上的“质量评价”
模块中勾选,对照组由巡回护士在发放的保洁质量评

价表中评价。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两组保洁应答时间、完成用时、月工作量及护士

满意度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保洁应答时间、完成用时、月工作量及护士满意度比较

组别 手术台次 应答时间(s/次,x±s) 完成用时(s/次,x±s) 月工作量(次,x±s) 护士满意[人(%)]

对照组 486 155.17±77.32 635.22±146.14 92.64±30.78 428(88.07)
实验组 509 44.81±23.23 522.37±167.45 128.63±8.24 492(96.66)

t/χ2 44.216 30.721 5.369 26.348
P 0.000 0.000 0.021 0.000

3 讨论

医辅人员作为手术室工作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工作质量一定程度影响着手术室医疗护理质量。
而手术室医辅人员并无医疗教育背景,来源复杂,文
化程度参差不齐,管理难度较大。传统管理模式存在

的不足之处在于:①不及时。因手术快慢不一,部分

手术间换台集中,清洁卫生工作扎堆,其他岗位人员

不能及时援助。②人力资源浪费。实行岗位区域包

干制,事多事少均需按较高的任务量配备人力,否则

影响连台手术效率。③工作较被动,积极性不高。工

作岗位分散,难以统计工作量,绩效不易细化,工作主

动性不强。④调度困难。靠电话调度存在电话繁忙、
忘记拨打等实际问题。在手术室医辅人员管理方面,
赖萍等[5]采用工作量化表人工统计工作量来实施绩

效管理,马玲飞等[6]使用积分卡对工人进行绩效考

核,都取得一定的管理效果。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

迅速发展,传统单纯的经验性手术室管理模式向现代

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模式转变已成必然[7]。我院首次

将任务分配管理的智能软件信息系统应用于手术室

后勤支持系统,对医辅人员进行抢单管理,具有一定

的创新作用。
3.1 合理利用人力资源 手术室后勤医辅工作种类

繁杂,受手术进度影响落实被动。抢单系统实施前,
员工工作量靠手工登记,再由管理员录入计算机,难
免出现漏记或多记现象。抢单系统使用后,所有抢到

并执行的任务均由系统实时抓取,工作开始和完成时

间均据实记录,员工和管理人员均可查询,既提高工

作量统计的精准率,也可使员工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可帮助管理者调整不同岗位的

员工人数和不同时段各医辅岗位员工配备数,实行弹

性排班,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调配。
3.2 提高手术运行效率 手术运行效率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8],其中,连台之间的患者接送和手术间清洁

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大型医院平均每手术间每天

4~7台手术量的繁忙情况下,工作紧凑是提升效率

的关键措施。手术间保洁不及时非常影响连台手术

的衔接,同时也影响手术团队整体工作的计划与安

排。对医辅人员实行抢单任务管理,变区域包干制为

主动争取任务,有效提高医辅人员任务执行的及时

性,提高了手术运行效率。表1结果显示,医辅人员

手术间保洁应答时间和完成任务的时间显著缩短(均
P<0.01),说明抢单模式执行后,医辅人员可实现立

即应答、立即执行,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量,
显著缩短了连台手术的衔接时间。
3.3 实现后勤支持管理的精细化 医辅人员限于整

体年龄偏高和文化层次偏低的状况,工作主观能动性

并非培训所能实现,怠慢和拖拉是医辅队伍中不可忽

视的现象。便捷、公开的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可提高

工作人员满意率,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绩效激励机

制是医辅管理的一个有效杠杆[9]。抢单信息系统可

自动记录参与抢单的每名员工的任务内容和工作量,
月末可自动统计形成报表,管理人员依此进行量化考

核。医辅人员为争取更多的工作量,主观加快工作速

度,争取多抢单,多挣“工分”,争取月底有更好的回

报。因此,抢单信息系统的运行促进了医辅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有能力的

员工加入到医辅队伍中来。
大型综合性医院要实现精细化管理必须依靠信

息化手段作支撑[10]。抢单信息系统的实行,对手术

室医辅人员排班、任务分配、环节质控、质量评价、工
作量统计等工作实施科学管理,规避管理人员记录的

难度和不可操作性,也减少部分工作衔接不及时的相

互推诿。抢单信息系统是“滴滴打车”模式在医院管

理中的一种尝试,系统的运行除网络速度上有较高要

求以外,医辅人员工作能力的培训和服务意识的提高

是落实该系统的前提,绩效分配方案的细化亦是推进

这项工作的保障,可实现有限的人力获得较大的工作

产出,促进手术效率和手术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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