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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工具在降低药学管理差错风险中的作用分析

张　倩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目的：分析质量管理工具在降低药学管理差错风险中的作用。方法：本次研究的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

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份，我院在 2023 年 1 月份至 2023 年 6 月份未开展质量管理工具管理，为常规药学管理，作为本次

研究的对照组，2023.7-2023.12 为质量管理工具管理，作为本次研究的实验组，两组一共 80 例患者，百分之五十法分组

后，每组 40 例后，分析实施前后的满意度，差错事件发生率。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更佳，差错风险发生率更低，

p<0.05。结论：在药学差错管理风险中建立质量管理工具的管理模式，可以提升患者的管理满意度，减少差错事件的产生，

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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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经济的发展，全球贸易的增加，药学行业的

管理和监管变得十分重要。药学管理差错风险作为导致药物

质量问题的重要因素，而当前老龄化的加剧，新医改背景下

临床患者就诊数量增加，导致药房日常工作压力增加，而且

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为重复机械性工作，对药房工作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工作人员对自身要求水平

并不高，在提升药学专业技能的欲望上相对较低，对药学的

知识吸收速度下降，增加了药学工作中的质量隐患 [1]。而药

学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药物种类以及药物分配流程不同，而

受到生活压以及工作压力的影响，部分工作人员易出现瞒报

的情况，影响药学管理质量，继而医患关系相对较为紧张。

故在药学管理当中融入质量管理工具，解决相关问题，实现

降低药物使用风险，构建更为和谐 的医患关系十分重要，

有效的控制用药错误率。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患者的数量为 80 例，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 月份，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份，患者的年龄在 23-78 岁之

间，且平均年龄 57.33±1.24 岁，男性患者 45 例，女性患者

35 例。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不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药学管理，由医生开具药房，药房接到

患者的药房后，分药，工作流程相对更为清晰，但未细化工

作内容。

实验组开展质量管理工具的管理模式，具体包括：

分析药学管理差错风险的原因

1、人为错误，人为错误作为引发药学管理差错风险的

主要原因，常见的包括误操作、人为疏忽、不规范行为等。

2、设备错误，设备错误作为导致药学管理差错风险的

另外原因，包括设备发生故障，人为损坏，或者维护不正确等。

3、制度问题，制度错误也会导致药学管理差错风险，

若未标准化规范程序操作，未明确的责任分工、制度不健全

等，导致药品管理当中出现了错误。

结合相关风险，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 [2-3]。

1、定期进行对药房工作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减少日

常发放药物期间的误操作，情况，要求所有药物认真核对，

包括领用的名称、数量、规格，提升管理人员的药学知识水

平，提升其应急处理能力，促进沟通技巧和服务理念的提升，

提升工作人员工作胜任能力，减少药物发放错误或者药物使

用差错事件的产生，如何应急处理相关事件，做好药房工作

人员沟通技巧的培养，要求药房内工作人员端正工作态度，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实现自我工作水平的提升，积极学习各

类新上市的药品，减少人为疏乎或者日常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4-5]。

2、做好设备管理，发放药物过程中，需要依据相关设

备记录药物的发放信息，所有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查，确保设

备运行处于正常的范围内，在使用相关设备记录药品内容

时，应严格依据说明书进行，避免发生操作失误，导致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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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情况。

3、建立健全的药房管理制度，依据药房药品管理规则

进行细化，不同类别的药物对存储环境存在差异，药房药品

的摆放应严格依据药品对应的规定进行操作，所有药品的取

用均进行记录，掌握剩余药品数量，坚持先进先出的原则，

充分发挥信息化管理优势，建立药品购买曲线，制定合理的

购药方案，将信息化技术融入到药品分配当中，进行辅助管

理，在分配药品过程中，工作人员应严格核对药品信息，核

对患者的姓名，领用的规格数量，告知患者药物使用的注意

事项，药物的用法，避免发生用药错误的情况，尤其对于中

老年患者，耐心指导，解答患者的疑惑 [6-7]。

1.3 观察指标

分析管理前后患者满意度（通过科室内自制的调查问

卷，观察患者对领药数量、领药时间、药物使用相关知识掌

握的满意度），药房差错事件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

理，计量数据使用（n%）表示，通过 X2 检验，P<0.05 显

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更高，p<0.05。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 [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0 32（80.00%） 5（12.50%）3（7.50%） 37
（92.50%）

实验组 40 36（90.00%） 4(10.00%) 0（0.00%） 40
（100.00%）

P - - - - ＜ 0.05

2.2 对照组，未开展质量管理工具时，发生了 5 例差错

事件，发生率为 12.50%；

实验组，开展质量管理工具时，发生了 1 例差错事件，

发生率为 2.50%；实验组差错事件发生率更低，p<0.05。

3. 讨论

药房在医疗体系当中的地位不可替代，药房需要负责

分药、发药，严格依据医嘱进行，对于药房工作人员而言，

应意识到自身的重大责任。随着当前药学管理中差错风险的

有效控制作为当前药房管理工作的重要方向，做好医学管

理十分重要，有效的分析问题，并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分析药学管理当中存在的差错因素，来自于工作人员自身因

素；制度因素；设备因素等。分析不同的因素引发的机制，

并给予有效的干预措施，提升工作人员的干预意识，提升工

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8]。

   质量管理工具作为降低药学管理差错风险的重要目

标，依据相关管理制度和相关的规范标准，借助相应的管理

手段，对护理工作进行管理。促进护理质量在医院管理中占

据的地位水平提升，使得医院的整体形象建设以及市场竞争

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对差错风险事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

制，减少差错风险，减少差错事件的产生，有效的降低护患

之间的纠正，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投入和经济损失 [9]。

药学管理作为日常管理当中的重要内容，发放药物过

程中或多少的会存在一定的发放错误，引发不良事件，如何

有效的降低该种风险，促进管理质量的提升十分重要。而通

过质量管理工具引导的药学管理，患者的管理满意度呈现上

升的趋势，同时差错事件的发生率下降，满足了患者治疗需

求，提升了药物发放的质量，实现了药物管理的安全、顺利，

促进整体满意度水平的提升，其推广价值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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