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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设备维护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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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设备在诊疗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维护管理状况直接关乎医疗服务质量与效

率。本文深入剖析设备故障频发影响诊疗、维护效率低下成本增加、预防性维护覆盖率不足、设备数据追溯能力薄弱

等现存问题，提出了建立分级预警维护标准、推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优化维护资金分配机制以及构建数字化运维平台

等方法，旨在有效解决医疗设备维护管理中存在的系列问题，达到提升医疗设备维护管理水平，保障医疗设备稳定运

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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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medical equipment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its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statu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edical service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frequent equipment failures affect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creased costs due to inefficient maintenance, insufficient preventive maintenance 

coverage, and weak equipment data traceability. It proposes methods such as establishing graded 

warning and maintenance standards, implementing standardized operating procedures, optimizing 

maintenance fund allocation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a digita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platform. 

The aim is to effectively solv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medical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medical equipment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medical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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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医疗设备已成为支撑临床诊断与治疗的关键要素。从高端的影像诊断设备到日常使用的检验仪器，其稳定运行

是确保医疗服务准确、高效开展的基础。然而，当前医疗设备维护管理领域面临着诸多挑战，设备技术的快速迭代使设备维护难度不断

加大；传统的维护管理模式在应对复杂设备系统时，暴露出维护流程不规范、资金分配不合理、信息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不仅导致设

备故障频发，严重影响诊疗工作的顺利进行，还使维护成本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医疗设备维护管理的影响因素，并寻求有

效的解决对策，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保障患者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医疗设备维护管理的重要性

精准可靠的医疗设备是保障诊断准确性与治疗有效性的基

石。性能良好的设备能提供精确的数据与清晰的影像，助力医生

做出准确判断，制定恰当治疗方案，直接关乎患者的健康与生命

安全。有效的维护管理可避免设备过早损坏与频繁故障，减少高

昂的维修费用及设备更换成本。日常保养与及时维修能维持设备

稳定运行，延长使用寿命，使设备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通过定

期检查、清洁、校准及部件更换，能确保设备各部件处于最佳工

作状态，延缓设备老化与磨损。不仅节省资源，还保证了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使其能长期依靠现有设备为患者

提供服务，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与竞争力。

二、医疗设备维护管理产生的问题

（一）设备故障频发影响诊疗

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疗设备日益复杂，集成了电

子、机械、光学、计算机等多学科技术。使设备的潜在故障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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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增加，从简单的零部件磨损到复杂的电路短路、软件系统崩

溃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1]。不同设备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也时有出

现，特别是在医疗机构不断更新和扩充设备种类时，新旧设备或

不同品牌设备在协同工作中可能因接口不匹配、通信协议不一致

等产生故障。部分医疗机构所处环境较为复杂，涉及电磁干扰、

温湿度不稳定等，这些外部因素长期作用于医疗设备，也会加速

设备老化，增加故障发生概率 [2]。频繁的设备故障会导致诊疗中

断，影响患者的及时救治，因延误病情引发医患纠纷，给医疗机

构带来不良影响。

（二）维护效率低下成本增加

维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参差不齐，部分人员缺乏对新型复杂设

备的深入了解和维修经验，在面对设备故障时，诊断和修复问题

耗时较长。维护团队内部的沟通协作机制不健全，信息传递不及

时、不准确，导致维修任务分配不合理，资源无法有效整合，降

低了维护效率 [3]。维护工具和设备的落后，传统的维修工具难以

满足现代高精度医疗设备的维修需求，先进的检测维修设备价格

昂贵，部分医疗机构因资金有限未能及时配备。设备零部件的采

购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库存管理和供应商合作机制，使维修时

常常因零部件短缺而长时间等待，影响了维护效率 [4]。维护效率

低下意味着设备停机时间延长，增加了设备闲置成本，因维修周

期拉长导致额外的人工成本增加，因设备故障未及时修复而造成

的医疗业务损失，使总体维护成本大幅上升。

（三）预防性维护覆盖率不足

许多医疗机构对预防性维护的重视程度不够，未将其纳入常

规的设备管理工作体系。预防性维护计划往往缺乏科学性和系统

性，没有根据设备的类型、使用频率、运行环境等因素制定个性

化的维护方案 [5]。部分医疗机构仅仅依赖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简单

维护建议，而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在执行预防性维护

计划时，维护人员责任心不强，未严格按照计划进行设备检查、

保养和测试；维护记录不完整，无法准确跟踪设备的维护历史和

状态 [6]。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预防性维护工作的质量

难以保证，导致实际覆盖率远低于预期。预防性维护覆盖率不足

使设备潜在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设备故障率上升，维修成

本增加，缩短了设备的使用寿命，影响了医疗服务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

（四）设备数据追溯能力薄弱

医疗设备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会产生大量数据，包括设备的采

购信息、安装调试数据、运行状态数据、维护维修记录等。然

而，目前部分医疗机构缺乏完善的数据管理系统，数据分散在不

同部门和人员手中，难以实现数据的集中整合与有效利用 [7]。数

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存在问题，由于人工记录数据的方式容易

出现错误，且部分设备的自动化数据采集功能不完善，导致数据

缺失或失真。在数据存储方面，一些医疗机构仍采用传统的纸质

记录或简单的电子表格存储方式，数据存储安全性低，查询和检

索不便 [8]。薄弱的设备数据追溯能力使在设备出现故障时，难以

快速准确地分析故障原因，制定有效的维修方案；在进行设备维

护决策时，缺乏数据支持，无法基于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制定合

理的维护计划和预算。因数据追溯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开展对医

疗设备的质量追溯和安全监管。

三、医疗设备维护管理解决对策

（一）建立分级预警维护标准

医疗机构应依据设备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故障对诊疗的

影响程度以及设备的价值等因素，对所有医疗设备进行科学分

级 [9]。将直接关乎患者生命安全且无可替代的心脏除颤仪、呼吸

机等急救设备列为一级设备；把对诊断准确性影响较大的磁共振

成像仪、多层螺旋 CT机等影像设备划分为二级设备；其他一般

性的医疗设备归为三级设备。针对不同级别的设备，制定差异化

的预警指标和维护标准 [10]。对于一级设备，设置严格的运行参数

监测范围，利用传感器技术实时采集设备的电压、电流、温度等

关键运行数据，一旦数据超出预设的正常范围，立即触发预警机

制。缩短其维护周期，增加维护项目的精细度，确保设备时刻处

于最佳运行状态。对于二级设备，预警指标可相对宽松一些，但

也要密切关注设备的关键性能指标变化，如影像设备的图像分辨

率、对比度等参数 [11]。依据设备的使用频率和历史故障数据，合

理确定维护周期和维护内容。三级设备则可侧重于常规的外观检

查、功能测试等维护工作，通过定期巡检发现潜在问题。

（二）推行标准化作业流程

在设备维护的各个环节，都应制定详细、统一且可操作的标

准流程。在设备巡检环节，明确规定巡检人员的职责、巡检路

线、巡检项目以及检查方法 [12]。巡检人员按照既定路线依次对设

备进行外观检查，查看设备外壳是否有破损、按键是否灵敏、连

接线路是否松动等；运用专业工具对设备的性能指标进行检测，

可以使用万用表测量设备的电气参数，确保设备运行参数在正常

范围内。在设备故障报修流程中，规范报修方式，可采用线上报

修平台或专门的报修电话，要求报修人员详细描述故障现象、设

备型号、故障发生时间等信息 [13]。维修人员接到报修任务后，按

照标准的故障诊断流程，通过询问报修人员、查阅设备维护记录

等方式初步判断故障原因；运用专业检测设备对设备进行深入检

测，确定故障点 [14]。在维修实施阶段，严格遵循维修操作规范，

包括维修工具的使用、零部件的更换步骤以及维修后的设备调试

方法等。维修完成后，依据验收标准对设备进行全面测试，确保

设备恢复正常运行且性能指标符合要求。

（三）优化维护资金分配机制

医疗机构应摒弃以往重设备采购轻设备维护的观念，将设备

维护资金纳入年度预算管理，并根据设备的实际需求合理分配资

金。在预算编制阶段，对设备的日常保养费用、维修费用、零部

件更换费用以及设备升级改造费用等进行详细的估算。对于不同

级别的设备，资金分配有所侧重 [15]。对于一级设备，因其重要

性和维护要求高，应确保充足的资金用于设备的定期保养、先进

检测设备的购置以及专业维修人员的培训，以保障设备的稳定运

行 [16]。对于二级设备，根据设备的使用频率和故障发生概率，

合理安排资金用于设备的预防性维护和必要的维修。对于三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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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在保证基本维护需求的前提下，适当控制资金投入。建立维

护资金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设备的实际运行状况和维护效果，

及时调整资金分配方案 [17]。如果某台设备在一段时间内故障频

发，经评估需要增加维护资金用于深入排查故障原因和进行设备

升级改造，应及时调整资金预算。

（四）构建数字化运维平台

搭建设备信息数据库，将设备的全生命周期信息进行数字化

录入和存储，包括设备的采购合同、安装调试报告、技术参数、

维护记录、维修报告等。通过统一的数据格式和规范的数据录入

流程，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8]。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医

疗设备与数字化运维平台连接，实现设备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和

传输。通过在设备关键部位安装传感器，实时获取设备的运行状

态、工作参数等信息，并将这些数据上传至平台进行分析处理。

通过分析设备的运行时间、故障率等数据，预测设备的潜在故

障，提前制定维护计划 [19]。在平台上建立维护工作管理模块，实

现从设备巡检计划的制定、任务分配、执行记录到维修工单的生

成、跟踪和反馈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维护人员可以通过移动端

设备登录平台接收工作任务，记录设备维护情况和维修结果 [20]。

平台还应具备数据分析功能，通过对设备运行数据、维护记录等

数据的深度挖掘，为设备维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根据设备的维

修频率和维修成本分析，确定是否需要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或更

新换代。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医疗设备维护管理的影响因素的全面分析可知：

现存的设备故障频发、维护效率低下、预防性维护不足以及数据

追溯能力薄弱等问题，主要源于这些因素的不合理或不完善。研

究提出的建立分级预警维护标准，能够依据设备的重要性和故障

风险程度，实现精准维护；推行标准化作业流程，有效规范了维

护操作，提高了维护效率；优化维护资金分配机制，确保了资金

合理使用，提升了资金效益；构建数字化运维平台，增强了设备

数据管理与分析能力，提升了设备数据追溯性。通过实施这些对

策，医疗设备维护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设备故障率明显降

低，维护成本有效控制，预防性维护覆盖率大幅提高，设备数据

可追溯性增强，为医疗服务的稳定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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