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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创新研究 

白 雪 

公主岭市中心血站  吉林长春 

【摘要】加强对血站档案管理工作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不仅能够确保血站综合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而且还能促使各级别医疗机构为社会民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因此，本文针对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

具有的现实意义进行详细分析，在明确了解血站档案管理工作现状的基础上，对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创新

途径进行系统梳理，确保档案管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的同时，为进一步强化血站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奠定

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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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blood bank 
files can not only ensure that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level of blood banks is further improved, but also 
promote medic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 to provide more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in detail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blood bank fil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on the basis 
of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lood bank file managemen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innovative ways of blood bank fil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ensure that the efficiency of file management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bloo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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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部

门，医疗机构工作体系所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血

站不仅是具有较高特殊性的医疗机构，同时也是组成

我国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对血

站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给予高度重视和科学保障。目

前，虽然我国血站建设数量较多，但相关工作量较大，

各项工作涉及的档案数据种类较多、数量惊人，导致

传统档案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已经不具备

满足当前血站档案管理工作需求的能力。鉴于此，应

该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充分结合到血站档案管理工作

中。借助信息化的档案管理措施，对相关数据进行有

效保存，不仅能够提升档案管理效率，同时还能促进

我国医疗水平全面提升。能够看出，加强对血站档案

的信息化管理，对提高血站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具有

积极促进作用。因此，相关人员要对档案信息化建设

工作的重要性给予高度重视，确保建立的档案管理制

度具有较高完善性和全面性，不断提高档案信息安全

管理水平。 
1 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创新的重要性 
1.1 对血站档案信息给予有力保存 
在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信息

化技术全面普及的背景下，信息技术凭借自身具有的

多元化优势，为各行各业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目前，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不断提升，对

无偿献血的重要性充分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无

偿献血这一伟大事业中，虽然能够为医疗机构救助患

者提供大力支持，但海量的信息资料对血站档案管理

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1.2 促进档案管理工作效率有效提升 
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趋于完善的背景下，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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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能够对各类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在此过程中，涉

及的配套设施种类与数量不断增加，虽然能够为医疗

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便利，但是档案管理体系缺乏有

效性和健全性，导致相关档案资料无法为对应医疗工

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帮助。 
通过对档案进行信息化管理，能够提高档案工作

的智能化、便捷化水平，将各方面档案进行有效整合，

利用信用平台，确保相关档案信息能够在不同授权层

次进行资源共享，为医护人员快速搜索相关内容提供

便利，确保档案工作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1.3 促进我国医疗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我国医疗机构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血

站与其他医疗机构之间具有密切联系，通过对档案管

理工作进行信息化建设，不仅能够使血站的综合服务

功能得到优化与完善，而且还能为其他医疗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提供信息数据服务，促进我国医疗水平的不

断提升。 
2 血站档案管理现状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人民群

众精神文明素质全面升华的背景下，主动献血的人数

呈直线上升状态，导致血站传统档案管理方式存在的

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部分血站对档案内容的记录依然以纸质

媒介为主，受到管理环境和管理制度的影响，很容易

导致纸质内容被损坏或丢失，对档案信息长期保存与

利用造成了严重影响。 
第二，血站在对档案进行管理时，采取的方法缺

乏先进性；在查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依然采取手动

解锁方式。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会导致

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明显增加。 
第三，血站缺乏对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重要

性的正确认知。在我国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全面发

展的背景下，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

手段，能够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科学、规范的开展，不

仅使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有效减轻，从根源解决

纸质档案无法长时间保存的弊端，而且还能使血站档

案的综合管理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将传统档案保存与

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妥善解决。 
3 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创新途径 
3.1 加强对血站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第一，血站管理者要对档案信息化管理具有的重

要性给予正确认知和高度重视，明确了解档案信息化

管理不仅能够使血站的综合管理水平与能力得到大

幅度提高，而且还要对“档案信息化管理只有在专业

设施设备和人员的积极配合下才能实现”这一原则

充分掌握[1]。 
第二，血站档案管理人员要对信息化管理工作的

现实意义真正认可，明确了解在医疗机构落实各项工

作以及服务广大人民群众过程中，档案管理信息化建

设工作起到的重要作用[2]。 
第三，血站不仅要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积极培

养，而且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专业档案管理人员进

行合理引进；在医疗机构内部定期开展与档案管理技

术知识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能力培养有关的培训活

动，提高档案管理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水平的同时，

使其具备先进的思想意识，能够从多元化角度入手，

促进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速度和质量的进一步

提升[3]。 
3.2 加强对信息化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 
第一，在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

中，血站应该结合相关要求与标准，对档案管理制度

和责任制度进行建立健全。在此基础上，以国家制定

的医疗政策为依据，对档案收集、档案储存、档案管

理等各方面的操作流程进行不断优化与完善，提高档

案管理规范化程度的同时，方便管理者对各项档案工

作进行统一管理[4]。 
第二，血站管理者要加强对档案管理部门工作责

任的有效落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责任

进行详细划分，确保每一项责任都能落实到个人，这

样才能在发生问题时，快速锁定具体人员。不仅能够

使档案信息化管理制度具有的执行力得到有效提升，

而且还能进一步提高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综合水平
[5]。 

3.3 提高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成效 
对于血站的档案信息资料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和隐秘性，相关内容涉及大量患者的健康信息，一

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血站在对档案进行信

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网络

风险进行有效预防，确保档案管理过程具有的安全性

得到全面提高[6]。 
在我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血站要加强对

先进网络安全技术的充分利用，为档案信息化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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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供安全保障。管理人员应该从多元化角度入手，

避免档案管理过程中发生信息泄露，从而导致血站的

正常运行存在较大风险。在对档案进行信息化建设的

过程中，血站必须确保使用的应用系统以及信息数据

库具有较高安全性，并且在系统中安装防病毒软件，

对计算机以及相关设备进行安全防护。这样不仅能够

有效避免信息数据被删除、篡改以及病毒入侵，而且

还能确保系统的安全系数得到有效提升[7]。 
3.4 充分利用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反馈信息 
对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反馈信息进行充分利用，

不仅能够确保开展的各项管理措施具有较高针对性

和可行性，同时也能为新时期背景下，血站档案信息

化管理创新目标的有效实现指明方向。血站档案信息

化管理工作中涉及的信息反馈内容，不仅是组成档案

信息化管理体系的重要结构之一，同时也是出错率较

高的工作环节[8]。 
对于血站档案管理工作而言，其核心就是对档案

内容，对历史资料进行详细查询、对历史数据进行有

效利用，使档案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然

而，当反馈信息管理环节存在问题时，必然会导致档

案信息化管理工作质量难以提升。为了有效解决这个

问题，血站管理者应该从信息反馈管理环节入手，加

强对血站档案管理时效性的不断提升[9]。 
血站档案管理人员要对档案的实际情况全面掌

握，深刻认识到档案具有的实际效益，从而使血站档

案的使用效益得到保障；通过对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

反馈工作的合理优化与改进，能够结合实际需求，使

血站档案管理工作得到重新调整。比如，制定档案管

理信息平台，结合不同要求构建档案信息框架，按照

框架涉及的各项内容准确填写相关资料[10]。 
结束语 
对于血站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而言，是血站内部

实现管理创新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现代化信

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全面发展的背景下，信息化的档

案管理方式已经成为血站档案管理工作的必然发展

方向。因此，不仅要从思想层面入手，对信息化档案

管理工作具有的重要性给予正确认知和高度重视，而

且还要从行动层面入手，将现代化理念以及多元化措

施不断结合其中，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明确

了解导致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多元化措施将具

体问题妥善解决。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管理理念、管

理制度的不断创新，对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

养进行不断强化，为血站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的有效开

展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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