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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为统筹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构建基于运营数据中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ＯＤＲ）的医用耗材精细化物流服务平台 （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ＰＤ），通过ＯＤＲ实现跨部门数据协
同，建立医用耗材智能运营管理体系。方法／过程 通过信息化设计与应用场景分析，以数据治理为抓手，构
建耗材智能运营管理架构与服务模式。结果／结论 基于ＯＤＲ的医用耗材智能运营体系将巩固ＳＰＤ模式下的
精细化管理成果，强化医院风险控制，进一步提高医院运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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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２年３月发布的 《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行业

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医

用耗材等专项审计。此前 “重点监控高值医用耗材

收入占比”已纳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

系。新医改形势下，医疗机构应持续规范医疗服务

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目前关于医用耗

材信息系统管理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实现医用耗材全

生命周期管理、全流程溯源等［１］，部分研究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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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成本管控等目标［２］，基于医院资源管理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ＨＲＰ）的耗材管理信息
系统较为常见［３］；医用耗材精细化物流服务平台

（ｓｕｐｐｌ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ＰＤ）服务模式近年
来在医院得到较广泛应用，例如单独采用 ＳＰＤ［４５］

或将ＳＰＤ与其他管理工具结合应用［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以下简称安

贞医院）作为一家大型三甲综合医院，十分重视对

医用耗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安贞医院在上线ＳＰＤ系
统前采用传统ＥＲＰ耗材管理模式，即采购耗材入院
后，在院内安排库管人员进行多级库房耗材管理，同

时安排相应采购员、库房会计等与院内财务科室进行

对接［７］。传统模式流程复杂，且要安排辅助支持人员

进行业务对接，占用大量院内资金，且要配备多名人

员进行物流管理服务，耗材管理成本较高，因此一些

医院纷纷尝试转型更为先进的物流管理模式［８－９］。

近年来关于医院运营数据中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ＯＤＲ）建设也有一些专项应用探索，如基
于ＯＤＲ的诊位与床位资源效率及配比研究［１０］、对大

型设备数据的研究［１１］等，但整体上多为模式全景或

应用实践介绍［１０］，架构设计与效果评估相结合的研究

很少。本研究以安贞医院 ＳＰＤ建设为题，探索基于
ＯＤＲ的医用耗材智能运营信息化设计和落地路径。

２　基于ＯＤＲ的耗材运营管理信息化设计

２１　医用耗材智能运营管理框架设计

２１１　系统建设概况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关于加强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运营管理系

统和数据中心的建设路径。其中，物资用品 （药

品、试剂、高值耗材、低值耗材及办公用品、消毒

器械及材料、物资条码等）管理系统是基础建设的

重要管理系统之一［１０］。安贞医院于 ２０２１年上线
ＳＰＤ，基于第三方物流服务和统一物资编码完成与
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的
数据对接，并依托计算机、物联网技术，结合二维

条码、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ＦＩＤ）自动感知识别等手段，实现医用耗材从供应
商到患者使用各环节全流程管理和跟踪追溯，保证

获得可靠、真实的消耗使用信息。

２１２　系统架构　打通 ＨＩＳ、ＳＰＤ、财务等多系
统的数据体系，提出基于 ＯＤＲ的医用耗材智能运
营管理系统架构，其设计主要包括 ３方面：融合
ＳＰＤ和物资系统建设成果，联动其他业务模块，
强化风险控制。结合 ＳＰＤ的医用耗材精细化管理
系统，合理使用监测系统及院内物流服务系统等

功能模块应用，一端集成耗材相关智能设备，一

端连接医院供应商，通过采购、库存和配送全流

程管理实现物流场景下医用耗材的精细化管理。

在此基础上，将医用耗材管理作为医院物资用品

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医院人力、财务、

基础运行等其他系统的信息化整合协同，依托各

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进行各类数据的抽取、转

换和 加 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ＥＴＬ），在 ＯＤＲ完成数据资产的沉淀、建模，借助
分析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共享与测算，完成运

营数据分析展示和运营决策的模型构建，进而支

撑医院管理决策，见图１。

图１　基于运营数据中心 （ＯＤＲ）的医用耗材智能运营管理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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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ＳＰＤ服务模式及运营分析体系建设

２２１　ＳＰＤ服务模式　ＳＰＤ模式是一种由医院物
流管理部门主导、基于信息和物流技术的全院耗材

一体化管理模式［１１］。引入医用耗材物流管理模式，

建设集中配送供应商协同平台、医用耗材及试剂智

慧物流仓库管理系统、低值耗材及试剂精细化管

理、高值耗材精细化管理和耗材分析管理 ５个模
块，目前仍在持续响应新的需求，优化各项功能。

ＳＰＤ包括３层架构。一是底层。主要包括由基础硬
件、网络设备、系统软件等形成的网络支撑层和由

ＲＦＩＤ、条码识别、传感器、智能手持等技术手段形
成的信息感知层。信息感知层对耗材流转进行跟踪

定位、自动识别并将实时采集到的信息反馈到网络

支撑层，网络支撑层同步记录数据并及时向平台上

层传输。二是中层。主要包括各类数据汇总形成的

资源层，以及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的模型设置、服务

管理设置、大数据分析处理形成的要素层。三是用

户服务层。由基础管理服务与系统服务形成服务

层，由供应商、院内中心库、各科室库、职能管理

部门等构成用户层。ＳＰＤ正式上线运行后取得较好
效果。一方面释放了院内资金，减轻院内库房管理

工作。另一方面满足了临床对耗材的使用需求。根

据临床的业务使用习惯设计智能柜补货和定数包，

避免耗材过期或低值耗材使用浪费问题。

基于ＯＤＲ进行耗材智能信息化设计，本质是
将ＳＰＤ耗材管理系统纳入院内一体化运营管理系统

体系，打通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综合

统一利用。以 ＯＤＲ为基础，可以将 ＳＰＤ耗材系统
数据与其他系统数据进行整合，为院内耗材管理提

供更为宏观和全面的抓手。

２２２　数据集成治理与分析指标体系建设　医院
物流业务流程包括证件管理、科室报货、采购计划、

采购订单、供应商送货、医院验收、高值计费、科室

领用、出库及计费等环节，涉及物资管理部门、消毒

供应中心、临床、财务、供应商等多个部门。以

ＯＤＲ为基础的医用耗材业务流转信息化数据集成，
实现了对ＳＰＤ数据的定时采集以及与智慧财经各项
应用的数据联动，全面监测医院相关考核指标体系，

及时预警。来自ＳＰＤ的数据信息主要包括物资字典、
订单、入库单、库存等，通过 ＥＴＬ工具进行实时采
集，借助ＯＤＲ的中间库和数据集成平台完成数据应
用的基础治理工作；相应地，医院智慧财经体系的相

关数据，如会计核算中的入出库凭证、成本核算中的

支出数据、智能报账中的业务审批数据等，也通过

ＯＤＲ进行协同治理。多类数据在ＯＤＲ的数据集成平
台完成采集、清洗、校验、转换并通过主数据管理、

模型管理等实现标准化输出和初步加工，见图 ２。
ＳＰＤ耗材分析管理模块涵盖管理驾驶舱、耗材财务分
析、主要监控指标分析及科室分析、术式分析等。未

来，当ＯＤＲ、ＳＰＤ与其他业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后，
全院医用耗材全生命周期的多业务系统数据均能通过

运营数据中心的汇聚实现多维分析，其数据价值将

用以支撑医院、科室、亚专科的运营分析体系。

图２　基于运营数据中心的医用耗材精细化物流服务平台业务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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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基于ＯＤＲ的医用耗材智能运营管理模式

物流系统与外围系统接口较多且数据交互量

大，信息化维护成本较高；而不同耗材的管理模式

也有所区别，这既增加了数据治理难度，也扩展了

未来数据应用的想象空间。将 ＳＰＤ建设于 ＯＤＲ底
座上，纳入全院智慧运营信息化建设的范围，能够

使其更好地与其他业务系统进行协同交互，见图３。

图３　基于运营数据中心的耗材采购到付款的全流程管理

２３１　实现耗材管理的业财一体化建设　在 ＯＤＲ

的支撑下，ＳＰＤ系统不仅能满足耗材日常业务管

理，也能够打通至财务会计系统，从而完成从业务

发生到财务入账全过程线上管理，缩减了线下人工

制表的工作量，避免了人工处理数据产生差错的风

险，使耗材入库、耗材出库、科室领用、供应商付

款等关键业务环节与财务入账无缝对接，同时还能

够支撑财务数据反向溯源，满足现代医院管理中业

财一体化建设要求。

２３２　实现与临床相融合的耗材使用决策分析　

基于 ＯＤＲ的 ＳＰＤ耗材管理模式，医院能够将 ＳＰＤ

业务数据与大量临床数据、医保结算数据、病案数

据、手术排班数据等进行组合联查分析。在满足耗

材业务管理的基础上构建耗材运营决策分析平台，

打破耗材业务系统壁垒，基于全院临床数据构建完

整的耗材采购、入库、使用、分析、评价的一体化

闭环管理。在决策分析平台中针对科室耗材使用建

立不同分析专题，例如，在相同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Ｇ）下，可以对医院不

同科室、主诊组的耗材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横

向比较科室的例均耗材费用、例均耗材使用数量、

耗材使用品牌等关键信息，从而对临床耗材使用情

况进行管理。

２３３　实现跨系统数据稽核　ＳＰＤ以ＯＤＲ作为底

层支撑，医院在日常运营管理中，可以实现跨系统

业务数据稽核。例如，ＳＰＤ的入库数据、出库数据

能够与财务报表数据、决策分析数据、耗材计费数

据进行数据稽核。通过ＯＤＲ，不同系统之间实现了

数据互联互通，能够互相核对校验，保障数据使用

的可靠性和及时性。

３　实现路径探讨

３１　ＳＰＤ耗材管理实现路径

３１１　ＳＰＤ高值耗材管理路径　医院高值耗材使

用医疗器械唯一识别码 （ｕｎｉｑｕ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ＵＤＩ）或院内自制条码作为医院内部医用耗材

物流管理和 ＨＩＳ医嘱计费的全流程唯一追溯条

码［１２］。大部分高值耗材在出厂时已经具备 ＵＤＩ条

码，高值耗材在医院内外逐步使用 ＵＤＩ实现全流程

追溯以及备货结算管理。高值耗材的管理路径主要

分为３类，即针对高值寄售耗材、针对高值跟台耗

材、针对骨科跟台耗材的管理路径。结合 ＳＰＤ耗材

管理系统实现耗材全流程线上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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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ＳＰＤ低值耗材管理路径　医院低值耗材使

用量大、种类繁多。ＳＰＤ管理模式下，将低值耗材

进一步细分为低值耗材与试剂耗材，采用不同路径

分别管理，并按院内科室使用情况采用定数包进行

管理。

３２　医用耗材智能运营场景化应用

基于ＯＤＲ的信息化建设，可以实现对医用耗

材更全面、更深度的分析，监测多系统联合应用下

运营管理效率提升情况，为管理决策提供支持［１３］。

具体包括以下３方面。一是耗材稽核分析，如监测

ＨＩＳ使用、耗材出入库时间等协同性分析，报账数

据的准确性分析，实现ＳＰＤ风险控制等。二是耗材

使用风险分析，如安全库存的保障、合理库存的平

衡点分析；与供应链的协同、优化，如关键耗材备

货时间、备货量分析；耗材准备时效性评价，实现

对医用耗材的进销存实时管理、科学管理。三是临

床行为管控分析，如重点高值耗材的使用监测、预

警；对重点专科、重点品牌的医用耗材使用情况进

行分析；医院或科室耗占比的变化、调整路径分

析，通过对医生行为的监测、分析和引导，强化院

内物资使用内控体系等。以数据稽核分析为例，主

要使用场景包括规范科室申领使用耗材流程，如按

日、周、月等向科室提供ＨＩＳ已结算但 ＳＰＤ未入库

和出库清单、ＳＰＤ已出库但 ＨＩＳ尚未结算的清单

等；保证耗材在院内流转的一致性，如通过整体高

值耗材的 ＨＩＳ结算与 ＳＰＤ入出库的双向校验，按

日、周、月等提供缺少完整闭环的清单；应对飞行

检查前的自查，确保耗材收费与物流的一致性；监

控ＳＰＤ、ＨＩＳ耗材收费与使用的一致性。

３３　运营数据中心的支撑价值

３３１　解决基于数据的多系统打通问题　一是支

持与医院现有集成平台、数据中心及物资系统的应

用对接，支持与 ＨＩＳ、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

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ＣＳ）、

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

病案系统、手麻系统、不良事件上报系统等的对

接。二是能够实现与智慧财经体系各子系统的对

接，如财务会计、智能报账、成本核算、银医系统

等，满足医院与医用耗材相关的财务管理和经济运

营监测需求。三是实现院内、院外系统协同，如与

供应商系统实现到货数据、结算数据对接，与各级

政府采购及数据平台对接，实现线上采购及数据上

报等。

３３２　实现对医用耗材运营相关数据的集成整合

与治理　除了ＳＰＤ系统外，医用耗材相关字典和业

务数据还来自 ＨＩＳ、ＰＡＣＳ、ＬＩＳ、病案系统和物流

管理等其他系统，运营数据中心可以实现基于底层

逻辑的业务链条梳理、耗材管理相关主数据治理，

分析指标体系所依赖的标准化、一致性转换等，通

过对各类数据的交换、清洗和质控，保证运营数据

分析体系建设目标达成。运营数据中心数据资产沉

淀、数据建模能力将为医院医用耗材信息化协同提

供更为高效的支持。

３３３　实现对ＳＰＤ等物流应用系统的科学评价与

协同管理　通过运营管理相关数据的标准化、集成

化、自动化处理，辅以科学、全面、多维的分析指

标体系构建，有利于ＳＰＤ的风险监控，保证院内数

据流转的安全性、高效性，从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高

度，做好医用耗材使用风险分析、临床医疗行为管

控分析等。通过多系统高效协同，促进医院人财物

技术等资源的更优配置，强化医疗服务行为转化为

经济行为的流程管控和内部监管。

４　结语

医用耗材精细化物流服务平台信息化建设促进

了医院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互通，保证了耗材

使用安全、有据可循；基于运营数据中心的医用耗

材智能运营信息化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ＳＰＤ建设

成果，通过多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对其运行风险进

行控制，对各类运营数据进行汇聚、挖掘，未来将

在实现医用耗材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

内部控制，全面提升医院运营效率，为医院管理决

策提供有力依据。

对业务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整合利用是现在及

未来医院信息化深入建设的方向之一。就现阶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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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ＳＰＤ运营管理模式虽然已经在院内实现了针对
高值耗材、低值耗材及试剂耗材的分类管理，但是

ＳＰＤ数据与 ＨＩＳ数据、病案数据、ＤＲＧ数据、ＨＩＳ
等各业务系统数据的整合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是各业务系统间的主数据管理效果有待提升。目

前各系统字典数据一致性问题尚需人工线下参与，

提升各系统主数据一致性是系统互联互通的基础，

因此主数据管理尤为重要。高效便捷地管理主数据

仍是院内信息系统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内容之一。二

是数据资产价值利用效果有待提升。将院内系统进

行整合利用，有利于医院从全局角度提升运营管理

效果，以数据为抓手深入临床，将管理与业务更紧

密地结合。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实现临床人

员高效便捷地获取和利用数据。因此，如何使临床

业务人员获益于数据价值是未来信息服务进一步研

究的方向。基于 ＯＤＲ的耗材管理系统信息化应用
的深度和广度仍需不断拓延，持续向低成本、高效

率、高实用性的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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