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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管理应用于西药房药品管理、发放中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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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数字化管理应用于西药房药品管理、发放中的价值。方法：选择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实施数字
化管理前后的西药房药品管理资料为研究对象，根据实施前后将其分成参照组与研究组。参照组用常规方法管理，研究组用数
字化管理。比较两组的药品管理与发放时间、药品发放差错率。结果：研究组的处方审核时间、单张调剂时间和患者等候时间、
药品盘点时间短于参照组，P＜0.05。研究组的药品发放差错率低于参照组，P＜0.05。结论：数字化管理应用于西药房药品
管理的效果显著，可缩短药品管理和准备药品、患者等待的时间，减少药品发放差错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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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房是每个医院的重要部门，不仅关系着医院的正常
运行，也与医院的形象密不可分，体现着医院的服务水平与
质量

[1]
。药品管理是西药房管理的重要内容，常用的管理方

法较为传统，管理内容主要是各项基础内容，可对药品进行
有效管理，但实际经验显示[

2-3]
，常规方法管理的效率较低，

患者需要较长的时间等待药品发放，容易引起医疗纠纷，且
患者投诉率高。本文对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实施
数字化管理前后的西药房药品管理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常规
方法管理与数字化管理的临床效果，探讨数字化管理的应用
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数据来自我院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西药房药

品管理资料，根据实施数字化管理前后将其分成参照组与研
究组。参照组纳入患者 200 例，男性 113 例，女性 87 例；年
龄 19-65 岁，平均（45.80±10.32）岁。研究组纳入患者 200
例，男性 116 例，女性 84 例；年龄 21-65 岁，平均（45.67
±10.24）岁。两组基线数据比较，P＞0.05。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方法管理。根据国家和医院颁布的规范标

准进行西药房中药品管理，指导患者排队领取药品，给患者
注意发放药品。 

研究组：数字化管理。（1）药品电子存档。西药房中的
每种药品都进行严格的电子存档，将每种药品的信息以电子
的形式详细记录，把医院中每位医生的诊室计算机和医院的
信息化端连接，在医生开出电子处方后，计算机可以根据处
方情况进行自动化划价。指导患者去缴费处缴费，随后处方
会自动传到西药房的计算机上，药房中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
审查处方，并提早给患者准备好药品。（2）药品信息全院共
享。把西药房中的药品信息和医院药品库连接，相关人员能
及时了解每种药品的使用情况，安排药剂科的管理者每周核
对药品的使用情况。加强特殊药品的管理与审核，相关药品
的出入库信息详细记录，对信息记录与资料定期核查，并注
重特殊药品的检查，及时处理过期失效的药品。西药房定期
整理药品使用与过期耗损等情况，并将相关数据上报给医院
管理者与对应系统，使系统中关于库存的情况及时更新。严
格管理近效期的药品，零库存药品分别用不同颜色提醒。（3）
提前准备药品。医生开出处方后，药房中的药师提前对处方
进行审核，严格核对后将电子处方打印，交给工作人员准备
相应的药品，提前准备好药品，等患者领取时，进行姓名核
对，再将准备好的药品发放给患者，并对患者做个性化用药
指导。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的处方审核时间与单张调剂时间、患者等候时

间和药品盘点时间。 
计算两组的药品发放差错率，包括过期药品和取错药品、

发错药品等事件的发生。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结果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完成处理，计

量资料、计数资料分别用 sx  、（n，%）表示，差异性分别

对应 t 检验、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检验依据：P＜

0.05，说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药品管理与发放时间 
研究组的处方审核时间、单张调剂时间和患者等候时间、

药品盘点时间短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药品管理与发放时间（ sx  ） 

组别 例数 处方审 核时

间（min） 

单张调剂时间

（min） 

患者等候时间

（min） 

药品盘点时间

（d） 

研究组 200 5.42±2.10 2.15±0.34 8.50±2.85 1.20±0.52 

参照组 200 7.58±2.07 5.19±0.25 15.28±2.30 20.58±5.67 

t - 10.359 101.872 26.181 22.934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药品发放差错率 
研究组的药品发放差错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药品发放差错率（n，%） 

组别 例数 过期药品 取错药品 发错药品 总发生率 

研究组 200 1（0.5） 1（0.5） 0（0.0） 2（1.0） 

参照组 200 4（2.0） 5（2.5） 4（2.0） 13（6.5） 

2 -    8.381 

P -    0.004 

3 讨论 
常规方法管理是医院西药房管理的传统方法，但这种方

法的管理效果欠佳，且多项工作的实施是由人工完成，所以
工作效率较低，患者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拿到药品，工
作人员需要较长时间对医生的处方进行审核和药品准备，药
品管理与发放整体效率较低

[4]
。 

本次采用数字化管理的效果显著，西药房的工作人员处
方审核时间与单张调剂时间明显缩短，患者等候约 8min 即可
拿到药物，且关于药房中的药品盘点时间显著缩短，药品发
放差错率明显降低。实施的数字化管理主要是基于计算机系
统，对西药房中的药品管理和发放工作进行信息化管理，注
重药品数据库的建立和相关系统的完善，减轻工作人员的工
作量，且其能及时准确的了解每种药品的使用和出入库信息，
药品的管理流程信息化和电子化，关于处方的信息能提前被
审核，药房的工作人员能提早给患者准备药品，使患者无需
等待较长时间，便能拿到自己的药物

[5]
。 

综上所述，数字化管理应用于西药房药品管理、发放中
的价值显著，可缩短药品管理与发放的时间，减少药品发放
差错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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