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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合理分类及药品监管制度在医院西药房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杜  键

莱州市郭家店中心卫生院，山东 烟台 261434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药品合理分类及药品监管制度在医院西药房管理中的作用。方法 从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接受西药房服务的患者选取 100 例，以此作为对照组，另外从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接受西药房服务的患者选取 100 例，以此作为研究组，这两组患者分别采取药品合

理分类及药品监管制度管理与常规管理，将药品发放差错率及患者满意度、临床指标状况作为两组

研究对象的评价指标。结果 研究组与对照组药品发放差错率分别为 1．00% 与 12．00%，研究组的药

品发放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明显（P<0．05）；对于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统计和

汇总，发现对照组的总体满意度为 90．00％，研究组的总体满意度为 99．00％，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服务态度、分发效率指标明显更好，对比差

异明显（P<0．05）。结论 药品合理分类及药品监管制度的应用，在医院西药房管理中是非常有必

要的，不仅可以降低药品发放的差错率，而且还可以使护患关系得以改善，确保患者满意度的稳步提

升，取得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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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院来说，药房作为综合性科室之一，集

中整合了管理、技术、服务等要素，其中，患者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是西药房管理质量、确保用药质量

的重要影响要素之一。基于本质视角，药品虽属

商品，但其特殊性显著，如果使用的合理性不足，

极容易影响到患者健康，造成医疗纠纷的产生，

从而严重威胁到医院的整体形象。基于此，必须

要对西药房药品合理发放和药品质量予以高度重

视，将用药安全性提升上来。根据相关研究了解

到［1］，借助药品合理分类及药品监管制度，对于

降低药品发放的差错率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帮助。

该次特对该院收治的 200 例接受西药房服务的患

者分别进行了分组对比研究，收到了比较理想的

临床效果，希望能为广大的从医者提供一定的参

考。现将研究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组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

均为 50 例，其最低年龄为 20 岁，最高年龄为

70 岁，年龄均值为（45．25±2．78）岁；对照组

内的男性患者为 52 例，女性患者为 48 例，其最

低年龄为 21 岁，最高年龄为 70 岁，年龄均值为

（45．65±2．72）岁。在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

行统计学比较之后，在均衡性方面相对较高，同

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在纳入标准中，在研究开始前，患者及其家属

对其相关内容均比较了解，其配合度较高。而对

于沟通能力异常者、中途脱落研究者、问卷无效

者及无法配合完成本研究者等均进行排除。

1．2   方法 采取西药房常规管理的为对照组，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应结合工作流程加强药品

的管理，从医师所开处方出发，将药品发放给患

者，并对其服药方法、服药时间等进行告知，引

导患者严格遵医服药。接受药品合理分类和药品

监管制度管理的为研究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内容：

1．2．1  药品合理分类 众所周知，在日常工

作中，医护人员混淆药品的现象经常发生，虽然

药物具有相近的读音、包装、商品名等，但是即

使为同一药物，药物规格、药物剂型也具有高度

的差异性特点，所以，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在药

品摆放过程中，如果在同一位置放置相似的药

品，极容易出现混淆现象，难以确保配药的准确

性［2］。因此，应从国际通用药品分类原则出发，

根据给药方式、品种、类别等进行储存，对于容

易混淆的药品，也要进行相应的标记。同时，应

基于人体作用机制和器官部位分类，应加强分类

化管理模式的应用，特别对于精神类、麻醉类药

物，在药房的某个位置予以特殊放置。

1．2．2  药品监管制度 ①加强培训药房工作

人员的药学知识：为了将管理条例的可行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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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必须要密切联系药房实际状况，在工作人

员的定期培训后，对药品知识、药房管理条例等

应予以重点化考核。同时，对于医院来说，定期

抽查方式也更为适合，使药房工作人员能够规范

使用药品［3］。②加强采购、药品保存的管理：药

房工作的人员应具备丰富的经验、资历，而且应

加强监督小组的设置，对其责任进行明确化。其

中，在采购药品过程中，药品入库记录表应准确

填写，如果药品与医院药品购入标准不相符，切

忌入院。在购入有关新型药品时，医院应安排专

人进行相应的监督，对于监督小组来说，购入药

品质量必须要定期检查，给予药物有效期一定的

保证。除此之外，面对生化药品，应加强特殊存

放方式的应用，并且药房温湿度应予以动态化记

录、巡查［4］，使药方温度、湿度与药品存放条件

相一致。③药品发放、调配方面：借助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应对药品使用情况予以动态化监测，

医师和药师也要形成相应的小组，对药房发放、

使用状况予以严格审核，最终其结果，应与科

室、个人绩效相互联系在一起。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将药品发放差错

率及患者满意度、临床指标状况作为两组研究对

象的评价指标。患者满意度主要选取调查问卷表

予以评估［5］，非常满意（80 ～ 100 分），比较满

意（60 ～ 79 分），不满意（0 ～ 59 分）。总体满

意度 =（非常满意 + 比较满意）/ 总人数 *100%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将各项研究获取数据

纳入进研究制表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展统

计学处理。依托统计学软件 SPSS18．00 开展数

据统计处理，不同组别相互数据对比采取卡方检

验，倘若 P<0．05，则意味着研究所得结果存在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药品发放差错率对比 研究组与对

照组药品发放差错率分别为 1．00% 与 12．00%，

研究组的药品发放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比

差异明显（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对于两组患者的

满意度进行统计和汇总，发现对照组的总体满意

度为 90．00％，研究组的总体满意度为 99．00％，

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2。

2．3   两组临床指标状况对比 与对照组相

比，研究组的服务态度、分发效率指标明显更

好，对比差异明显（P<0．05），见表 3。

表 1 两组药品发放差错率对比

组别 例数 药品发放差错例数 差错率（%）

研究组 100 1 1．00

对照组 100 12 12．00

χ2 12．075

p <0．05

表 2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

研究组 100 91（91．00） 8（8．00） 1（1．00） 99（99．00）

对照组 100 83（83．00） 7（7．00） 10（10．00） 90（90．00）

χ2 4．622

P <0．05

表 3 两组临床指标状况对比（ ±s，分）

组别 例数 服务态度 分发效率

研究组 100 96．25±3．44 95．24±3．78

对照组 100 90．17±2．14 87．01±2．31

t 5．941 8．112

p <0．05 <0．05

3  讨  论

在医院疾病治疗中，药品治疗比较常用，患

者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对此，医院对于构建西药

房有着较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药房工作中，

常规管理方式并不适用了，无法取得理想的管理

效果与成效，药品分类的合理性难以保证，监管机

制的科学性也明显不足［6］。基于此，西药房应加

强创新性管理方式，从不同药品、科室、监管方式

出发，以此来不断完善药品分类、药房监管机制，

充分彰显出西药房的救治功能。在医院科室设置

中，西药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工作内容、对象明

显不同于其他科室，对工作对象进行分析，主要

以药品发放与监管为主，而因为涉及到较多的患

者，再加上药品发放的集中性突出，所以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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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稳定性不足，且职业疲劳问题不容忽视。

而面对负面情绪的出现，不仅会对护理人员自身

造成影响［7］，而且也不利于药品管理质量的提

升。面对药物发放失误问题的发生，医疗纠纷现

象难以避免。

目前，在医疗护理模式不断改善过程中，明

确提出了对管理服务的要求，相比于常规药房管

理方式，更注重现代人性化管理。在西药房管理

中，药房职工的心理功能、生理状态为重要的构

成内容，从药品分类出发，加强对各科室和患者

需求的了解，如此来将药品监管、药品分类训练

的针对性体现出来［8］。在管理过程中，应做到以

下几点：①积极制定药品监管目标，提高对能力

培养的重视程度，将药房职工的潜能充分激发出

来；②各专业介入。在药品监管诸多需求的影响

下，应对管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注重各专业优

势的发挥，共同致力于药品监管诸多需求的满足

与实现；③监管目标应适度调整，确保高度的灵

活性。在制定西药房药品分类、监管目标时，应将

适度和明确原则贯彻落实下去，合理分解远期总

体目标，实现向各个小目标的不断细化，在每个

小目标完成后，可以使药房职工的工作信心得到

有效提升，避免产生不良情绪。其中，应通过不同

颜色来区分不同的药物、导管等，这样做，可以满

足职工工作时间的节约化需求，并确保药品管理

质量的稳步提升［9］。除此之外，优化管理流程也

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来说：第一，注重药品发放

流程的不断规范，确保药品发放的准确无误。在

西药房管理中，应合理区分物流、人流，合理化分

离控制、洁净、办公等区域；第二，加强药品集中

管理模式的应用，最大程度地规避药物过期浪费

问题的产生，从而致力于药品管理效率的提升；

第三，加大管理力度，致力于用药安全性和服务质

量的提升，严格控制药物储存、药品发放等各个环

节［10］，避免人为因素对用药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同时，面对潜在问题的出现，应注重原因的分析和

查找，然后制定出相应的纠正措施。需要注意一

点，在所有药房管理流程中，以人为本理念都是至

关重要的，必须要进行积极渗透，不断改善药房职

工心理和生理状况，加强弹性排班制度的构建，定

期开展工作问题总结例会。

分析本次研究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药品发

放差错率分别为 1．00% 与 12．00%，研究组的药

品发放差错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对比差异明显

（P<0．05）；对于两组患者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和汇

总，发现对照组的总体满意度为 90．00％，研究组

的总体满意度为 99．00％，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对照组相比，研

究组的服务态度、分发效率指标明显更好，对比差

异明显（P<0．05）。由此可以看出，药品合理分

类及药品监管制度，在提高患者满意度、降低药品

发放差错率、树立良好服务态度以及提高分发效

率方面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与优势。

通过本研究证实，在西药房管理中，加强药品

分类和优化药品监管势在必行，其应用价值和现

实意义突出，不仅可以使患者满意度得到提升，避

免出现任何差错问题，而且还可以确保良好的服

务态度与分发效率，可以作为常用手段运用于临

床，值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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