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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7S管理方法在高职院校重症监护实训室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实施7S精益化

管理前的2021年9月—2022年6月学年管理作为对照组,将实施后的2022年9月—2023年6月学年的管理作

为观察组。分析对比两组拿取实训物品的时间、对实训室管理的满意度、仪器故障率、生均耗材费用

的差异。结果：实施7S管理后,学生拿取实训物品的时间减少、对实训室管理的满意度提升、仪器故障

率降低、生均耗材费用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1)。结论：基于信息化基础下的7S管理方法应

用于高职院校重症监护实训室使实训室管理更加规范,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了实训室的安全管

理,有助于学生综合职业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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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7S management method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ensive 

care training roo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thods: The management of the academic year from 

September 2021 to June 2022 will be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academic year from 

September 2022 to June 2023 will be taken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ime of taking the training items,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ing room management, the instrument 

failure rate, and the cost of consumables per student. Results: After implementing 7S management, the time for 

students to retrieve training materials decreased, satisfaction wi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improved, instrument failure rate decreased, and the average cost of consumables per student decreased,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 < 0.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7S management method to the intensive care 

training roo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kes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more standardized, 

improves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students, improv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training room, and 

contribut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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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病人有病情复杂、危重且变化快的特点[1],许多操作

难度大、抽象,学生在患者或标准化病人身上真实练习的机会很

少。使得学生易产生焦虑、自信心下降等负面体验,影响学习积

极性。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我校

结合临床真实的重症监护室工作场景建立了高仿真虚拟重症监

护实训室,并且配备了一批国内外先进的护理教学模型和仪器

设备,如美国科玛全功能模拟人、全功能综合训练模型(ECS)、

综合急救模型、太空监护仪、一体式除颤监护仪等等,以满足学

生实训需求,是培养学生急危重症相关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的

重要场所。但是在实训教学中发现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生认识不

到位,纪律松散,主动性不强,缺乏团队协作精神,责任心不强；

实训仪器、设备随意摆放；实训中设备容易损坏,耗材浪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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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环境不够整洁等影响了实训教学质量。随着《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出台,要求职业院校要适应

“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管理方

法,推进教学仪器设备管理平台的建设和普遍应用。为此引进了

企业中广泛推行的7S管理模式,并且倡导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

现场管理,直面实训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重症监护实训室日常管理均实行由重症监护

实训管理教师主导,选取2名大二在校生作为管理员协助管理,

各班由科代组成管理小组(8名)配合实训教师和管理员管理的

三级管理办法。根据实施7S精益化管理前后进行分组,将实施7S

精益化管理前的一学年(2021年9月—2022年6月)的管理作为对

照组,将实施后的学年(2022年9月—2023年6月)的管理作为实

验组。两组参与实训室管理学生的一般资料、实训室两学年承

担的课程情况、实训室开放使用人时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方法。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由管理小组成员根据日常

的教学工作计划完成实训室日常的开放、环境管理、设备物品

管理。实验组实施7S管理,7S管理是在5S基础上施行循环式管理

的模式[2]包括整理(sort)、整顿(straight)、清扫(sweep)、清

洁(standardize)、安全(safety)、素养(shitsuke)、节约

(saving)[3],在开始实施前实训管理教师首先和学生一起系统

地学习7S理论加深认知,为具体的实施奠定基础。 

1.2.1整理是第一步,目标：腾出空间。对重症监护实训室的

仪器设备和耗材进行全面检查,明确每件物品的用途和使用频率,

并进行分类,保留需要的东西,撤除不需要的东西。同时结合教学

计划以及满足日常学习需求,整理出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设备、工

具、耗材,区分必需和非必需品,根据使用频次来进行摆放位置的

整改,放置方法如表1,将混乱状态收拾成井然有序的状态。 

表1  仪器设备耗材放置 

分类 使用频次 放置位置

一类 超过1/2课均使用 放置在实训室上层抽屉、治疗车

二类 1/2-1/3课程使用 放置在实训室中层抽屉

三类 1/3-1/4课程使用 放置在实训室物料柜内

四类 1/4-1/5课程使用 放实训室准备间外侧

五类 小于1/5课程使用 放实训室准备间里侧
 

1.2.2整顿目标：腾出时间,减少搜索时间[4]。是将所需要

的物品分类定位放置,按照计划安顿下来,使每件物品都各就各

位；一次性耗材按照有效期从近到远摆放并做好标志；用不同

类颜色标签做一些必要的标志,使得学生都能清楚地区分。坚持

定点、定容、定量,明确物品放置的位置,标准是要在“30秒内”

找到想要的物品；同时,使用后能及时迅速物复位,将寻找必需

品的时间减至最低。 

1.2.3清扫目标：消除“污垢”,保持场地整洁明亮。将不

需要的东西排除、丢弃,将工作台保持在无垃圾、无灰尘、干净

整洁的状态,在实训中,要求学生做到对废弃的东西及时清理,

实训完成后及时清理场地、设备、物品,形成干净的实训环境；

一律遵循谁使用谁清洁原则,实训区域保持清洁干净状态。 

1.2.4清洁目标：维持清扫过后的现场及环境整洁美观,将整

理、整顿、清扫进行到底,并且制度化,管理公开化、透明化[5]。 

实训教师根据线上预约平台[6]使用情况,考核各使用组学

生执行整理、整顿、清扫的情况,加强学生对前3S的执行力度。

同时要求不光是环境和物品要干净,学生本身也要干净,进入实

训室需穿工衣,同时保持工衣的整洁和干净并且及时的理发、刮

胡子、修指甲等,形成“干净”的职业面貌和精神。 

1.2.5素养目标：形成良好的习惯,做到严格执行、遵守制度。 

1.2.6安全目标：消除工作中的一切不安全因素,杜绝一切

不安全现象。 

建立系统的安全管理制度,在学生进入实训室学习前对实训

室安全管理进行培训教育,严格遵守《实训室安全管理手册》条

例。重症监护实训室始终强调学生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为第一原

则。人身安全主要是要指引学生安全用电,大功率仪器设备贴上

警示标签；新进的设备仪器录入到云平台系统形成使用说明二维

码,经过学习后方可使用,并且做好使用和故障以及维修的记录。 

学生离开实训室时及时断水断电,不在实训室内使用明火

和加热设备,不在实训室内进食。实训教师和管理员定期开展现

场检查,消除隐患；贵重仪器设备做到每周检、每月检,营造干

净、有序、安全的工作环境。 

1.2.7节约目标：养成节省成本的意识,主动落实到人及物。 

学生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实训室中的物品,爱惜不损坏实

训室中的仪器设备。对于耗材例如纱布、棉球、棉签都能够节

约使用,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严格区分,做到物尽其用,不浪费

耗材的同时也能做到不拿走实训室的一针一线,同时对入库和

出库使用均做好入册登记,定期进行盘点。 

1.3观察指标。从仪器管理云平台导出仪器使用情况、故障

情况,对比实施前后生均耗材费用、两组管理模式下实训室管理

人员和学生平均取物和还物时间以及实训室满意度,满意程度

采Likert4点评分法：非常满意计4分、满意计3分、不满意计2

分、非常不满意计1分。其中实施7S管理模式前收取问卷120份,

实施后收取问卷120份均为有效问卷。 

1.4统计学处理。SPSS26.0软件处理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

计量资料应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2 两组准备和还物时间、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例数 取物时间(秒) 还物时间(秒) 满意度

对照组 120 27.98±2.02 67.2±1.08 2.68±0.43

实验组 120 13.57±1.53 29.5±1.01 3.78±0.44

t 值 17.91 48.77 －14.84

P ＜0.01 ＜0.01 ＜0.01
 

2.1实训室管理人员和学生在备物还物所需时间,对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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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环境、使用秩序的满意度评分,观察组的取物和还物时间显

著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对实施后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1)见表2。 

2.2实施前后仪器故障率、耗材采购金额比较观察组的仪器

故障率及生均耗材费均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3。 

表3 两组准备和还物时间、满意度比较(X±s) 

组别 仪器故障率 生均耗材费(元/生)

对照组 1.75±0.57 79.5±3.35

实验组 0.35±0.08 55.6±2.31

t 值 9.45 27.71

P ＜0.01 ＜0.01
 

3 讨论 

3.1改善实训室环境,规范实训室管理,提升满意度。通过整

理、整顿并清扫,使原本混乱的实训室井然有序,每类物品按类别

并用不同的标签进行摆放,并配以相关图片,使得实训室内部环境

一目了然,最大限度地减少准备用物和归还用物的时间,提高学习

效率,学生对实训室的满意度较前提升。学生使用实训室的行为也

通过清洁、安全、素养、节约四个环节进行约束和考察,在循环管

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用环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工作习惯。 

3.2实训室的7S管理维护实训室仪器安全的管理。加强学生

对仪器进行7S管理的意识,维护了贵重仪器的使用安全,仪器的

使用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降低仪器的损坏故障率,延长使用寿

命。学生通过对仪器的管理,也提升了各项急救仪器例如：除颤

仪、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使用的掌握程度,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3.3精准管理耗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结论实践证明,用7S

精确的管理耗材物品,有助于精确管理耗材物品补充数量,不会

出现漏补的现象。精确消耗和领用数量,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积压

和浪费,同时由近效期到远效期的取用规则及批号管理耗材的

有效期,也减少了耗材失效浪费的现象,可降低实训室损耗；在

合理满足实验实训室耗材的基础下,通过7S管理模式,在保证教

学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能够大大节约耗材经费。 

3.4学生参与实训室7S管理综合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

前3S的学习,学生学习如何使混乱的学习环境变得井然有序,工

作安排有条不紊。后4S约束学生们的行为,通过清洁使学生形成

“干净”的职业面貌和精神；素养约束环节使学生们在危重症

实训过程中,养成严格的时间观念、面对学习不嬉笑打闹慎独的

医学精神；安全培养学生注意“安全”的意识,提升风险预防的

能力,并且学生通过对仪器的安全管理,学生对各项急救仪器例

如：除颤仪、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使用的掌握程度,提升专业

技能水平；节约使得学生养成正直克己的美德。每个阶段环环

相扣又不断循环,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能更好

地适应未来重症监护室的岗位需求！ 

4 结论 

高校实训室的建设和管理也是衡量高校学科建设和管理实

力的重要指标。然而,传统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高校

管理的需要 。因此,有必要探索更加科学、规范、高效的医学

实验。7S作为一种现场管理方法,是现代企业基础管理理念,适

用于医院的人员及设备管理[7]。具有高效、降低成本、减少浪

费、安全生产等优势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8]。7S管理的对象是

人、事、物,活动的核心和精髓是素养,精神是找出乱源-持续改

善-养成习惯,以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安全、素养、节约7

个方面为依托[9]。通过本研究显示,在对重症监护实训室设备进

行为期一年的7S管理,帮助学生树立主人翁的精神,制定安全防

范措施,制定合理节约制度,使得在规范实训室运行、改善实训

室环境、消除实训室安全隐患等各项指标均得到明显的改善 ,

并且对培养医学生良好素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要想彻底做好实训室的管理依靠少数人的力量难以达

到较高的管理水平,后续需在开展实训课前灌输学生——“管理

人人参与、人人负责”的理念[10],由被动管理转变为积极主动

参与,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学生整体综合素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WJD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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