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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日本医院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院内物流搬运设备，其目的是为了解

决当时医院日益增长的护士缺乏以及人工成本高涨等社会同题。医院最先采用的

设备是管道气送搬送设备，医院利用它的高速投送能力，主要传送药品、检验标

本、小型耗品、处方及一部分患者病历等物品。到7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医院的

药物、血尿便标本及诊疗用器材的搬送需求．大容量的托盘式搬送设备开始被开

发制造，初代产品被应用到了医院的物品搬送中。80年代前期．为了对应日本医

院实施的患者病历和x一光片的集中化管理，电动式轨道小车被开发研制。主要用

于病案室与门诊及各病房之间的患者病历的搬送。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要求

医院建设临床配液中心．而且手术室的物流系统也亟待建设完善。因此托盘式搬

送设备的大容量化和高速化成为各家物流公司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面。上世纪

90年代早期，日本舒特公司和神冈西门子开发大中型物流传输系统，井实现了快



速推广和普及。

经过多年医院物流搬送的实际验证。目前气送管道设备和托盘式搬送设备

(中型搬送设备)作为相互的补充，成为日本医院物流设备的主流。

2．日本医院院内物流的分类

1)按搬送频率分类

①定时搬送：指的是按事先制定的日程安排实施搬送

一次搬送量大但搬送的频度较低

②临时搬送：是指定时搬送外的临时·紧急的搬送

一次搬送量少但搬送频度高

常用于搬送须紧急检查的化验标本及处方变更的药物等，特别是对夜间或节

假日发生的物品搬送应对性极高。

2)按搬送容量分类

①大型物品：医疗器械、供餐、被服物品、其它。

②中小型物品：灭菌器材、集中配液、诊疗器材、X．光片、患者病历、化验

标本、其它。

③单据类物品：处方、化验单、放射科检查治疗单、其它。

使用的搬送设备如下表所示：

人型物品 中小物品 单据类物品

医疗器械
供餐 灭菌器材药品 灭菌器材药品 X-光片 处方化验单

被服炎物品 珍疗器材 诊疗器村 样本血液病历 放射检查其它
大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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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搬送设备的种类和现状

1)大型搬送设备

可搬送重量为100Kg以上的设备

主要是针对医院病房的中型诊疗器材、供餐等定时一次大量搬送的需求开发

研制的。但因导入成本高、占用空间大而且不适于临时需求的搬送，在日本国内



的使用实例较少。

2j中型搬送设备

可搬送重量为30～50kg的设备

为了同时应对医院物品的定点和临时搬送，主要满足集中配液和消毒物品的

和药品、诊疗材料等的定时搬送需求研发制造的搬送设备。搬送容器可分为托盘

式和箱体式两种。另外．它的垂直搬送机既有可莲续搬送且综合搬送能力高强的

循环式搬送机，又有可高速搬送的升降式搬送机．可根据实际需求状况进行选

择。

3)小型搬送设备

搬送重量为15kg以下的设备，有电动轨道式小车和气送管设备两种。

①电动轨道式小车(搬送的最大重量为lOkg)

最早是为了搬送病例和x光片而开发的搬送设备，但伴随着病历和诊察报告

的电子化，它的搬送功能也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虽然有些医院用它搬送一些临时的药品和化验标本．但由于设备在运行过程

中，不断变化的箱体方向给搬送物带来的冲击力大，搬送箱本身也不适合用于搬

送药品和化验标本等原因，2000年以后日本再没有销售过此类设备。

②气送管设备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研发和使用气动管道物流系统，最早主要用于搬送

票据类物品。但由于日本信息系统的使用，票据类物品的搬送也随之大大减少。

随着大口径的气送管设备的研发成功，医院利用其高速传送的性能搬送临时药品

和化验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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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型搬送设备

1)中型搬送设备式样

①搬送重量：30kg、50kg

②搬送容量：(托盘的有效尺寸)540L X 340W X 215H(111111)

(箱体的有效尺寸)600L×4 O 0W×450FI(mm)

③垂直搬送速度：(循环式)18rn／min、(升降式)max200m／min

④水平搬送速度：17 5—30m／min

2)中型搬送设备的特点

①可搬谨物品的多样性

中型搬送设备可以承担医院中几乎所有需要高频度搬送物品的搬送，例如：

药品、化验样品、诊疗材料等，即可对应医院的临时搬谨，也可对应医院的定时

搬送。与气送管和电动轨道小车相比，它能搬送的容积和重量都远远大干这些小

型搬送设备；它与水平传输机相结合可以实现三元式的立体搬送。

②搬送方向保持不变

与气迸管、轨道小车不同，中型搬送设备在搬送过程中可一直保持水平搬送

方向，对搬送物冲击力小，所以它可以承担搬送那些小型搬送设备不能搬送的物

品．例如：尿样等。

③垂直搬送

既有可连续搬送且综合搬送能力高强的循环式搬送机

降式搬送机，可根据宴际需求状况进行选择。

3)中型搬送设备的导人饕例

又有可高速搬送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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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大型的医院现均在使用这套设备。

例如：东京大学附属医院，京都大学附属医院，东北大学附属医院，东海大

学附属医院，三井纪念医院以及其它16家医院。

2000年后，在经历了近40年的物流发展历程，日本医院的物流传输系统在技

术水平方面已经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经过实践及时间的验证，当前的日本国内

医院已经淘汰了小车物流系统，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l、小车物流搬运系统的运行速度无法满足医院的实际需求。

小车物流通过轨道进行运动，虽然与气动物流相比它具有载重量大的特点，

但是在实际运行速度上(横向0．6米／秒、纵向0．4米／秒)，小车物流远远不能满

足医院的需求，在传递具有速度要求的物品时(例如：急需的血液、病理切片

等)，小车物流因为速度的限制根本不能传递以上物品。

2、小车物流的容量问题

相对于气动管道式物流，在容量上小车系统具有容量大的优点。在实际使用

中，小车物流因为轨道宽度的限制决定了自身无法配装大容量的箱体(容量约为

0．03立方米)，这一点决定了小车系统无法传递医院的大输液，无法解决院内医

用液体的配送问题。

3、故障率问题

小车物流主要由收发工作站、载物小车、专用轨道、轨道转换器、自动隔离

门及中心控制设备等几部分组成。

在其中的轨道转换器上，对于转角的要求及精度要求非常高。否则小车无法

并轨完成转向，对于医院特别是国内医院来讲，每天大量的传送任务会造成轨道

转换器的损耗加速。形成高故障率。

4、维护成本高

小车物流的使用手册上明确规定对于小车物流的维修规定为：

收发工作站每周进行外部的结构检查清洗。

车轨每两周进行清洗，每两个月进行检查。

运载小车每300／／、时(约1 2天)进行小型检查，每600／j＼时(约24天)进行大

型检查。

换轨器每两个月必须进行检查、清洗。

在质保期内厂家可以负责以上所有的检查及清理工作，在质保期后如保证小

车物流的正常使用，对于医院必须要投入专人及相关费用对系统进行维护。形成

了小车系统维护成本的高昂。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后，在日本，医院已经认识到小车系统并不适合

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下使用。所以在2000年后。日本国内的医院已经将小车物

流系统淘汰，大面积的应用了中型物流搬运系统作为院内大型物流传送的解决方

案。

PVC管道物流应用于日本国内医院兴起子70年代，作为医院物品传输最成熟



的解决方案，PVC管道物流具有传送速度快、提高人工效率、节约时间、节省能

源等一系列显著特点。至90年代PVC管道物流已经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

长期的使用过程中，PVC管道的使用寿命问题、管道的耐腐蚀性、静电问题、防

火问题等一系列弱点也显露无疑，同时在日本及西方国家建筑行业中已经明确规

定，不得使用PVC材质的设备应用于建筑中。故而当前的日本在应用气动管道式

物流传输系统上已经采用了金属管道，摒弃了PVC管道的所有缺点，推进了气动

物流的发展。在金属管道的选材问题上，日本的气动物流广泛应用铝合金材质管

道，相对于镀锌钢管及不锈钢管，铝合金管道在耐腐蚀洼、安装简便性、抗磨损

性能上都优于镀锌钢管及不锈钢管。

气动管道式物流在使用中，因其受到载物桶重量与体积的限制也无法完美的

解决医院内所有物品传递的问题。其重点在于无法解决医用液体等体积较大的物

品传递，这一弱点对于中国医院来讲尤为突出。日本国内医院物流传输解决方案

的典型代表企业——日本舒特公司，创造性的开发出了中型物流搬运系统。通过

机械传动装置、大容量的收发站箱、先进的电子定位及转向系统形成了一整套，

医院大型物品的物流解决方案。主要传送医院内的大输液、医疗废物、手术器

械、大批量药品等气动管道式物流无法解决的传送任务。当前的日本国内医院物

流解决方案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总结出以中型搬运系统为主，气动管道

式物流为辅的医院整体物流传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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