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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疗设备的管理及应用研究

余世准，陈绵康，王小溪

【摘要】目的：探讨如何提高医院急救设备的管理水平，使之长期处于完好备用状态。方法：分析了急救设备在使用与

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管理的各个角度提出了使急救设备长期处于良好备用状态的措施与方法。结果：医院急救

设备完好备用率得到很大提高。结论：急救设备的管理也需要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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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leetlv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hospital first-aid equipment to ensure its readiness．剐陋l岫The
problems of the first—aid equipment were analyzed during the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then some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ly．R翻岫h The readiness of hospital first—aid equipment was enhanced greatly．0嘲d瞄阻First—aid
equipment has to be managed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Chinese Medical Equipment Journal。201 4，35(1 1)：1 2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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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随着急救医疗技术的发展，各种急救医疗设备

不断地应用到诊疗活动中，且参与度越来越高。由于
急救医疗活动的特殊性，对各种急救医疗设备的完

好备用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最新版《三级综合医院

评审标准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急救设备完好率
100％，处于应急备用状态，有应急调配机制。本文就

如何提高急救设备的管理水平，确保其处于完好备
用状态进行探讨。
1 急救医疗设备概论

急救医学装备(也称急救医疗设备)特指医护人

员在对患者实施急诊抢救、手术、重症监护等医疗处
置过程中使用的医学装备。按照急救医学的实施过

程可分为急救诊断装备、急救治疗装备、急救辅助设
备和急救监护装备4类11l。
2 急救医疗设备在使用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闲时多、用时急

由于患者急救并不是经常发生，以致部分科室
的急救设备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使用频度不

高，造成经济效益较低。另一方面，一旦遇到紧急情

况，要求急救设备必须功能完善、性能良好、迅速地
投入到危重患者的抢救中。
2．2易污染、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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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设备是医疗设备中风险因素最大的，直接

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在急救设备(特别是呼吸

机、洗胃机等)闲置时如果不及时对管路、湿化瓶及
积水杯做彻底的消毒处理，再次使用时可能会造成

患者的交叉感染。设备的性能不佳也有很大的潜在风

险，如除颤仪的能量误差超标，使用时未对患者输出

正确的除颤能量，可能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2．3分布广、管理乱

几乎所有科室的医疗活动都涉及到急救设备，

而各个科室对急救设备的重视程度与管理水平高低
不一，普通科室的设备管理问题更加突出，如缺乏专

人管理，设备闲置时未定期保养和开机测试，导致开

机时不能正常使用等。
2．4操作较复杂、使用不规范

有些急救设备(如呼吸机等)的操作相对较复

杂，不易熟练掌握。科室未制订急救设备的操作规程

或有规程未按照要求执行，部分操作人员没有受过
系统专业的操作培训或经过培训长期无实践，技能
生疏。

2．5保养、质量控制不到位

科室与医学工程部门未实施有效的预防性维护

(preventive maintenance，PM)或PM工作不到位，未

能定期对高风险急救设备开展质量控制工作，导致
设备的质量状况不佳，未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3措施与方法
3．1 成立急救设备管理小组

医院应当成立急救设备管理小组，由分管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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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作的院领导、医疗设备管理部门(工程技术人

员与采购配送人员)、临床科室共同成立12]。管理小组

的主要职责：(1)建立全院急救设备管理档案，制定

相关制度；(2)及时、动态了解各科室各类急救设备
的相关信息与状态(如设备类型、数量、使用状态、功

能性能状况等)；(3)负责协调抢救患者等突发情况
时急救设备的调配、安装、使用培训；(4)负责急救设

备的使用培训、维护保养、维修、质量控制工作的执
行与督导。

3．2建章立制，加强科室管理

(1)科室护士长结合本科室的实际情况建立完

善的急救设备管理制度，设立设备管理员，建立设备
保养维护记录本与使用记录本，同时在医学工程技

术人员的协助下制订各类急救设备的操作规程。每

台用于急救的设备须有固定的责任人，护士交接班时
需要对设备的质量状况做详细的交接，并做好记录。

(2)发现设备有故障要及时向医学工程部门报

修，对于故障较严重、修复时间长的设备应及时告知

科室主任或护士长，通过急救设备管理小组调配备

用机。对于处于备用状态的设备及其附件需要在设
备显眼的位置粘贴“备用中”、“已消毒”等字样，而使

用频度低甚至是长期闲置的设备需要定期开机运

行，检查各项功能是否完善、性能是否合格、附件是
否齐全，必要时需要进行质量检测，以便及时发现问

题并采取处理措施，不合格设备需经维修、检测后方

可投入临床使用。

(3)加强急救医护人员的培训。急救设备管理小

组需要定期组织本院专职工程师或设备厂商的工程
师对医护人员进行急救设备的原理结构、操作方法与

规程、日常维护保养和常见简单故障的处理等多个方
面的培训，培训需要现场操作考核，考核合格的方有

资格操作急救设备。对新调入科室、进修或实习的医

护人员，应派专人讲解培训、实地带教、考核验收，同

时将急救设备的操作、维护、保养、使用注意事项等
纳入科室护理技能的考核中。通过定期开展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培训与考核，防止医护人员的知识遗忘，

从根本上提高医护人员对急救设备的操作水平。
3．3深化保养、维修、质控管理

3．3．1 制定科学的PM方法，有效实施PM工作

PM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如何才能科学有效

地实施呢?这就需要将风险管理理论引人到急救设

备的PM当中【31。根据风险管理理论确立急救设备的

PM周期值，并制订该设备的维护计划，再按照计划
实施PM工作，并做好记录。这样就可以使预防性维

护工作变得科学化、规范化，使急救设备得到及时有

效的维护保养，随时处于最佳的备用状态，提高抢救
的成功率。

3．3．2提升急救设备技术保障水平

急救类设备的维修对时效性与维修后的安全

性、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工程师熟知急救
类设备的原理结构与操作方法，对此类设备的维修

有丰富的经验，可迅速到达维修现场，并能够对故障
做出快速准确的判断与检修。维修工程师不仅要注

重新理论知识与新维修技术的学习，而且还要定期

进行设备维修知识的培训，以便提高其维修技术水
平。另一方面，医院应加大对急救医疗设备零配件的

合理储备，尤其要多储备那些易损坏、更换频率高的
配件。对于无法单独购买的零配件应尽量寻找性能

相近的代替品加以储备，以免在设备出现故障时因

缺乏零配件而无法进行维修【4】。对于维修周期较长或

需要购买和等待配件的设备，要及时告知使用科室
设备修复的大概时间，并配合科室调配备用机。同

时，设备维修后功能与性能均达标的才能投入临床
使用。

3．3．3开展质量控制工作。保障医疗安全

近年来，由于医疗设备质量状况不佳引起的医

疗事故频发。医疗设备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保证临床

医疗工作中使用的医疗设备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和

要求，随时处于安全、有效的工作状态[51。而急救医疗
设备大都属于高风险设备，故其质量控制工作更加

重要。我院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设备强检的基础
上，还开展了高风险设备的质控工作，现结合经验谈

谈如何更好地开展急救设备质控工作。

(1)建立急救设备质量检测制度与质控员职责

制度，成立急救设备质量控制小组。质控小组由熟悉

设备性能与操作的工程师组成，负责质控设备的统
计、质控计划的制定、质控工作的组织实施、质控结

果的统计分析与报告等。
(2)我院质控工作的类型主要有验收性检测、维

修后检测、定期性能检测3类。验收性检测为对投入

到临床使用前的新购设备的质量检测；维修后检测
为对经工程师维修后的设备的质量检测；定期性能

检测主要针对高风险设备(如呼吸机、除颤仪等)的

定期检测。检测通过的设备粘贴合格标签，方能投入

临床使用；检测不合格的设备，需要继续检修，反复
检测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无法修复或修复成本过

高的设备，应告知科室办理报废手续。
加强质量控制是减少急救医疗设备潜在危险和

安全隐患的必要手段，也是最大程度地避免医疗事
故发生的有效措施。

3．4急救设备应急预案建立与实施
3．4．1 建立应急预案的必要性

在医院，随时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包

括突发性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如车祸、传染病蔓延
等)时急救设备的短缺、设备能源供应故障(如停电、

停气等)、急救设备突发故障、急救设备的耗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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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时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会给科室带来很大的压
力与挑战。因此，有必要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急救设

备应急预案，防患于未然。

3．4．2建立完善的应急组织体系

由急救设备管理小组在急救设备突发事件中统

一指挥与协调。其主要职能为：负责制订急救设备应

急预案相关制度与处理流程；提供并实施急救设备
应急处理的最优解决方案；检查与督促各项应急预

案措施的落实情况；定期组织与开展急救设备应急
预案的演练；及时总结和汇报急救设备应急状况与

整改意见等[61。

3．4．3急救设备相关突发事件的应急协调与处理
首先，确定突发事件的类型。先根据急救设备突

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确定突发事件
的类型，再根据突发事件类型按预方案转入相关处

理流程。其次，建立完善的处理突发事件的预案。有

条件的医院可以设立设备租赁中心，配置一定规模

的常用急救设备，并由专人管理。

(1)当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科室急
救设备短缺时，应由当班护士报告科室护士长或主

任，并及时联系急救设备管理小组人员，由小组人员
联系租赁中心组织协调设备租赁事宜，并安排相关

人员进行及时配送、安装与使用培训；若租赁中心无

所缺设备的库存时，小组人员应根据全院急救设备

档案信息库采用就近原则，联系最近的科室或其他
医院协调设备借用事宜。

(2)若急救设备在使用时突发故障而本科室又

无同类替代设备时，首先要迅速联系工程师维修，短

时间不能修复的，要联系设备管理小组租赁或借用
设备。在原设备不能修复且租借设备未到位的情况

(．一．．上接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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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用其他方法来保证抢救工作的顺利进行，如用

人工简易呼吸气囊替代呼吸机，用人工心肺按压替

代心肺复苏仪等。
(3)若科室发生停电、停气能源供应故障，应及

时联系设备管理小组安排抢修，对于短时间不能排

除的能源故障，设备管理小组应迅速安排能源保障
部门启动应急电源(UPS电源或柴油发电机)与备用

气源(如氧气瓶)。同时，科室的急救设备可使用设备
内置蓄电池的方式工作。必要时，可由设备管理小组

安排将抢救中的危重患者及急救设备转运到最近无

能源故障的科室继续实施救治。

4结语

医院急救设备的管理是医院工作的重要环节，

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医院的急救水平，只有强

化医院急救设备的每个管理环节，才能使急救设备
处于完好备用状态，提高医院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

处理能力，提升医院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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