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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的医院被服管理系统，在降低院感风险的同时，提高了管理效率。本文在解读

了现有软件系统架构，分析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软件和改进监管等方面的建议，相关措

施实施后，被服漏扫率显著降低(t = 21.851, p < 0.05)。本文还探讨了医院和外委服务方需要共同解决的

问题和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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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dical clothing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UHF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impro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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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while reducing the risk of hospital infectio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existing software system architectur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peration, and puts for-
war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software and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and afte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measures, the missed scanning rate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 = 21.851, p 
< 0.05).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hat hospitals and 
outsourced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solv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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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UHF RFID)具备的快速扫描、体积小、抗污染和耐久能力强、标签唯一性、读

写距离远等众多特点，能够较好解决医院被服管理“种类多、数量大、清点难、院感要求高”等方面难

点痛点，近年来成为被服管理信息化的首选技术[1]。陶静[2]等利用射频识别技术对病区被服进行管理，

缩短了被服清点交接时间并减少了被服损耗，王洪柱[3]等进行了基于超高频射频技术医院被服清点管理

系统的设计及测试，顾亚[4]开展了医院被服清点管理微信小程序的应用与实践。 
针对基于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的被服管理系统建设问题，各类研究已经给出了设计方案和技术应用

案例，但就实际运行和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如长期管理中被服损耗和标签读取准确度，以及医院如

何监管使用该技术的外委洗涤企业等，本文将重点就这些问题，结合我院实际，提出被服管理系统优化

思路以及监管建议。 

2. 现有被服管理系统构架及运行问题分析 

2.1. 系统设计思路 

根据管理的实际和医院的具体需求，将 UHF RFID 电子标签(简称“标签”)进行注册编码，写入医院

名称、病区名称、病服种类、使用次数等信息，再将其缝制入相应的被服品种，通过读写器读取被服中

标签的信息，将相关数据传输至服务器，作为被服收发的依据，同时在医院和外委服务方的协商下，可

根据管理思路设计软件的功能模块，达到相应的管理目标。 

2.2. 系统基本组成 

系统由软件和硬件部分构成。软件部分为被服管理系统平台、数据库，硬件部分为缝制在被服内的

标签、阅读器、计算机组成[5]，利用被服管理系统作为平台，开发相应的射频识别卡与系统的挂接，由

缝制在被服上的标签，天线、阅读器、数据传输接口、上位机主系统组成，将 RFID 技术、高性能计算

机、网络设备、数据库管理技术相结合[3]，构成了一套基于 UHF RFID 技术的被服管理系统，如图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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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edical clothing management system 
图 1. 被服管理系统 

2.3. 系统主要功能 

1) 资产管理。对被服相关信息进行注册、变更，主要的功能涉及入库、登记、发放、回收、报废

等。 
2) 日常运营。主要的功能包括被服的出厂、发放、回收、借用，单据打印等。 
3) 数据查询。主要的功能是根据使用人需求，查询被服相关的资产及流转信息，如被服种类、使用

状态、发放部门、标签编码等，也可对一定周期内被服总体使用情况进行统计[6]。 

2.4. 系统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由于标签的制备工艺、硬件系统匹配程度、软件系统的完善性、软硬件的协调运行、系统维护和操

作使用等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到被服管理系统运行。具体分析，有以下五个方面： 
1) 标签缝制工艺。标签缝制在被服折叠线区域或未紧密固定，洗涤过程中产生位移、形变，导致灵

敏度、使用寿命降低。 
2) 被服洗涤环境。脱水环节采取甩干或压榨方式，如对标签产生过大的压强，或烘干环节过高的烘

干温度、过长的烘干时间，都将影响标签的读取率和使用寿命[7]。 
3) 被服使用习惯。UHF RFID 系统的工作距离明显受标签天线形变的影响[8]，如被服标签缝制部位

在使用中打结，或者污衣袋内投放过多被服，其使用寿命和灵敏度均会产生变化。 
4) 被服扫描方式。集中至污衣袋的被服通过读写隧道时，如扫描时间过短，可能导致读取率的下降，

发生漏扫的现象[9]。 
5) 被服漏扫追踪。受各类因素影响，在收发环节标签如不灵敏，系统在不具备漏扫备案功能的情况

下，下一个使用周期会导致收发数据失真，长时间运行后数据偏差量会增大。 

3. 被服管理系统功能优化完善和运行监管改进 

3.1. 系统功能优化完善 

增加漏扫记录备案功能。标签由于其物理特性以及受到工业洗涤环境的影响，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

定故障率(不灵敏)，主要表现为读取率降低、不稳定等问题，通过流程优化实现漏扫标签备案，并定期返

还使用部门的功能。 
具体的实现方法为：在分发扫描 n→···→回收扫描 n+1→···→分发扫描 n+2 这个收发周期内，

情况一：在分发扫描 n环节不成功(Nn)，由人工挑选回收，汇总数据后定期配货派送至医院相关部门。情

况二：在分发扫描 n环节成功(Yn)，回收扫描 n+1环节不成功(Nn+1)，分发扫描 n+2环节成功(Yn+2)，则在分

发扫描 n+2 环节自动记录该芯片信息并上传至漏扫物品数据库中，汇总数据后定期配货派送至相关部门。

如图 2 所示，其中 Y 代表可扫描，N 代表未被扫描，n 代表第 n 次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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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ystem process optimization 
图 2. 系统流程优化 

3.2. 系统运行监管改进 

1) 定期监测标签扫描成功率。不同生产厂家标签的质量、耐久度、可靠性均不相同，同洗涤和使用

环境息息相关，在实际使用中，需要人工定期抽取一定样本量进行查验，即人工清点同隧道机扫描数字

进行对比。在对曾经使用的日本某公司标签的检查中发现，该标签的漏扫率、故障率曾出现较大的上升

趋势，后经研究发现，该标签的基材无法适应部分工业洗涤环境，耐受洗涤能力较弱[10]，后经调换其他

公司的芯片，经 3 个月的人工查验，漏扫率恢复稳定区间，处于可接受范围。 
2) 定期统计标签的漏扫率。回收被服若存在漏扫的情况，若未发现，长时间累计会导致使用部门被

服周转困难[11]。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每月进行一次漏扫被服的归还，或者是系统检测到漏扫随机补发，

上述两种做法都能够有效改善被服正常运转。同时，经过半年以上时间对标签漏扫率的统计，可以基本

了解某品牌型号芯片的漏扫率，并根据此数据加强同外委服务商的协商和监管[12]。 
3) 关注被服的流转去向。被服流转环节较多，如果单纯依靠日常检查难以发现异常情况，比如丢失、

滞留在某区域等。通过查询标签对应在数据库内最后一次的更新数据状态，可以判断其是处于发放还是

回收状态，如果发放或回收信息超过一定时间未刷新，则可以推断被服处于闲置或丢失的状态。定期根

据查询未刷新被服的数量和所在部门，可以根据统计的数据同相关部门(洗涤公司或使用部门)沟通，进一

步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13]。 

3.3. 效果评价 

全院随机抽样 20 个病区在系统改进前(2023 年 6 月~2023 年 8 月)和改进后(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
月)，通过每周开展 3 次人工清点检查机器漏扫的被服数量，计算漏扫率(见表 1)，验证系统优化和改进

运行监管措施的效果。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5120


李洋 
 

 

DOI: 10.12677/mm.2024.145120 1051 现代管理 
 

Table 1. General inventory of medical clothing 
表 1. 被服清点总表 

阶段 检查次数(次) 清点被服总数(件) 漏扫总数(件) 漏扫比例(‰) 

改进前 36 114,419 365 3.22 

改进后 36 123,589 220 1.81 

 
1)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相关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 x s± )、率(‰)等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检验前，对 2 组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结果均符合(p > 0.05) (见表 2)。 
 
Table 2. Normal distribution test of the data 
表 2. 数据正态分布检验 

类别 阶段 
Kolmogorov-Smirnova Shapiro-Wilk 

统计量 df Sig. 统计量 df Sig. 

漏扫率 
改进后 0.147 36 0.048 0.962 36 0.255 

改进前 0.156 36 0.027 0.935 36 0.036 

a. Lilliefors 显著水平修正 
 

2) 结果。从组统计量看，两组样本量均为 36，漏扫比例改进前均值为 3.22‰，改进后均值为 1.81‰，

从平均值可以看出改进后漏扫比例下降(见表 3)。从独立样本 t 检验看，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的显著性

为 0.193 > 0.05，代表原假设方差齐成立，此时 p < 0.05，2 组数据有显著性差异，改进的相关措施对降低

漏扫率有显著影响(见表 4)。 
 
Table 3. Statistics of samples 
表 3. 样本统计量 

阶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实施前 36 3.2161 0.30151 0.05025 

实施后 36 1.8147 0.23908 0.03985 
 
Table 4.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表 4. 独立样本 t 检验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 
(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 

误差值 
差分的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漏扫率 
假设方差相等 1.726 0.193 21.851 70 0.000 1.40139 0.06413 1.27348 1.52930 

假设方差不相等   21.851 66.542 0.000 1.40139 0.06413 1.27336 1.52941 

4. 思考 

4.1. 洗涤公司应加大对系统的改进和维护 

基于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UHF RFID)的被服管理系统，无论对于洗涤行业还是软硬件开发公司来说，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5120


李洋 
 

 

DOI: 10.12677/mm.2024.145120 1052 现代管理 
 

都是一个较新的项目，且没有相应的标准可以参考。在系统的构建和日常的维护中，前期不仅需要洗涤

公司投入资金和设备，更重要是要充分了解相关医院的管理需求和运行过程，以确保系统能够匹配洗涤

生产和医院的需求。后期在系统使用中则需要有技术人员持续跟进和维护，同时将传统洗涤产业工人无

缝的同被服管理系统连接，训练工人能够熟练且按照规范操作，以确保系统高效运转[14]。目前市场上洗

涤公司若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人力和技术支持还明显不足，若依靠专业开发公司则后期维保和

日常运营还有较大的资金压力和合作风险，所以培养一批懂系统和日常简单维护的人员，对于洗涤公司

尤为重要。 

4.2. 监管人员应注重对系统的学习和宣传 

对基于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UHF RFID)的被服管理系统的监管，完全不同于传统被服管理模式，如

果监管人员对于系统的运行逻辑、硬件的技术参数等不甚了解，很难向洗涤公司提出监管要求，更难发

现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监管人员需要定期人工对被服进行清点或关注软件记录的漏扫

信息，以便了解标签的性能状况[15]。同时，由于系统运行逻辑相对比较复杂，使用的技术对医院使用部

门特别是医护人员而言，相对陌生。习惯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医护人员，对系统的可靠性容易产生怀疑。

监管人员作为使用部门和洗涤公司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在同医护人员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易懂

的方式进行解释和宣传。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开发被服管理系统的手机 app 版本或者微信小程序，供使

用部门实时查询被服实时使用情况。 

4.3. 使用部门应加强对被服的管理 

虽然被服管理采取了信息化手段，但在末端环节，使用部门还需要严格管理，集中保管被服，按照

规定发放，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被服滞留、丢失等情况。建议在使用终端安装独立的被服发放和回收柜，

增加被服管理节点，进一步提高管理精度。 
随着软件的不断更新，运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医院和外委服务方之间不断磨合，基于超高频射频识

别技术(UHF RFID)的被服管理系统将进一步完善，为医院提供更加高效、为临床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相信这也是未来被服管理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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