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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输血管理(第3版)》着重强调了体系化管理的整体思路，因此，在内容设计
上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为基本框架，针对组织管理、资源管理、业务过程管理和持续改进四大
方面所应包含的要素展开、编排章节，使读者既能建立体系化管理的基本思路，又能掌握在各方面开
展管理活动的相应知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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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输血服务组织机构的内部运营模式及管理 主要指输血服务体系的组织管理、
业务管理、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资设备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等。
 （一）输血服务机构的组织管理 我国输血组织机构系统包括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含献血管理部门）
、输血行业管理社团（输血协会）、各级各类采供血机构（含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属部分医院采供
血机构）、直接服务临床用血，医院输血科、输血血液科研机构等。
现将各类输血组织机构分述如下： 1.输血服务组织的领导机构我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的采供血、医疗用血和采供血机构的监督管理，即国务院卫生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地、市（盟）卫生局，市、县（旗）卫生局主管部门。
自上而下统一规范化监督管理，担任了采供血任务的军队医院血站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直接领导
。
 2.输血服务组织行业管理社团——输血协会中国各级输血协会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执行《输血
协会章程》。
其宗旨是团结广大输血工作者，认真贯彻国家有关输血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精神，促进输血科学技术的提高，推动输血事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开发推广输血新技术，
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委托参与地方性输血法规和输血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采供血机构的评审验收，
对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进行咨询，编写有关输血的科普宣传材料等，发挥其参谋助手作用。
 3.输血服务组织的运营机构是指采集、筛查、制备、储存血液，并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通常称采供
血机构。
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
按其区域、功能、采供血量分为： （1）省、自治区、直辖市血液中心负责辖区的采供血业务，一般
年采供血量在当地处于领先水平。
承担科研、教学工作，具备较先进的仪器设备，技术力量雄厚，是全省的输血业务中心，并进行输血
业务技术指导等。
 （2）地（市）中心血站负责所在辖区的采供血工作，年采供血量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设有较完善
的行政、业务管理体系和必备的采供血、成分分离和输血研究设施，对辖区内基层血站及医院血库负
有业务指导责任。
 （3）县（市）血站（中心血库）负责所在县的采供血工作，一般年采供血量相对较少，在业务上接
受所在地区的中心血站的业务指导。
 （4）1999年经国家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联合发文批准的军队采供血机构属于各区域军队
医院中，主要任务是平时承担自采自供，战时负责开设野战血站及应急突发事件的临床用血需求。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医疗资源、临床用血需要等实际
情况和当地卫生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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