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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改要求逐步取消药品加成[1]，医院因药品获得的收入

将越来越少，药房要生存，就必须进行更精细的管理，包括降

低药品的库存，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及场地的占用。《三级综

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1年版）》也明确要求 85％以上

药品库存周转要少于10～15 d[2]。但是药品使用的时限性，又

要求药房必须有安全的药品库存，以保证药品的供应，不能造

成缺药。传统的药品库存及领药模式完全依靠领药员的个人

经验，经常造成药品积压或缺药[3-5]。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设计

合理的库存和领药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我院曾

在 2008年设计了一套库存预警和领药的模式，并在干部病区

药房试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3]，但在扩展到其他药房时，因存

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放弃了使用。2012年我院重新设计

了新的药房库存预警和领药的模式，并在所有药房使用，发现

测试效果较好。故本文介绍了我院新设计的药房库存预警和

领药模式及其在2013年的使用效果，供同行参考。

1 软硬件要求及测试区域

1.1 硬件

采用DELL Power Edge 8450服务器、EMC CX500磁盘柜

作为服务器和存储件，前端工作站采用P4计算机。

1.2 软件

采用Microsoft Advance Server 2000为网络操作系统，Mi-

crosoft SQL Server 2000为数据库系统，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为开发语言，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为桌面操

作系统。

1.3 测试区域

广东省人民医院东川药房。

2 参数及其计算逻辑
2.1 药品日均用量

以领药前 15 d的用量计算，日均用量＝领药前 15 d内某

药的总用量/15。

2.2 预警参数的表达方式

本系统设置平时模式和周末模式两种库存预警模式，每

种模式的预警值（即最低库存）有两种表达方式：以最低库存

天数计的Dmin和以最低库存数量计的Qmin。当某药的库存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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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的药品动态库存预警模式；记录并比较新旧模式药品库存指标和工作量指标。结果：与传统模式比较，预警模式下药品平均

库存天数更低[（7.21±6.09）vs.（5.04±3.64）d，P＜0.05]，平均每天缺药的品种数更少[（0.713±0.570）vs.（0.101±0.152）种，P＜

0.01]；每日领药次数、领药品种数及检查库存时间均显著减少[（4.55±3.66）vs.（1.25±1.34）次，P＜0.01；（313.25±31.89）vs.

（256.77±42.34）种，P＜0.05；（1.36±0.52）vs.（0.30±0.26）h，P＜0.01]。结论：药房药品库存预警系统的应用能够使药房药品库

存更合理，领药更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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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design a dynamic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drug inventory and the mode of getting drugs for the

pharmacy in the hospital，and to standardize and simplify traditional mode of getting drugs. METHODS：A formula was established

to calculate the initial parameters for early warning of drug inventory，and the parameters，in light of the actual work conditions，

were adjusted by the applicant for drugs to establish a mode of dynamic early warning of drug inventory，and the drug inventory in-

dexes and workload indexes in new and old mode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ode，the

early warning mode had a lower average inventory days [（7.21±6.09）d vs.（5.04±3.64）d，P＜0.05）]，lower occurrence of aver-

age daily number of the types of insufficient drugs [（0.713±0.570）types vs.（0.101±0.152）types，P＜0.01]，and significantly re-

duced daily times of getting drugs，number of drugs types to be supplied and time to inspect inventory [（4.55±3.66） times vs.

（1.25±1.34）times，P＜0.01；（313.25±31.89）types vs.（256.77±42.34）types，P＜0.05；（1.36±0.52）h vs.（0.30±0.26）h，

P＜0.01]. CONCLUSIONS：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drug inventory can make the drug inventory in the pharmacy more ratio-

nal and shorten the time to ge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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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用量的Dmin倍时，触发系统提示库存低于预警值，建议申

领药物；当某药的库存小于某使用单位（片、粒、支、瓶、盒等）

的数量（Qmin）时，触发系统提示库存低于预警值，建议申领药

物。对每种药品均设置有平时模式最低库存天数（Dmin平时）、平时

模式最低库存数量（Qmin平时）、周末模式最低库存天数（Dmin周末）、

周末模式最低库存数量（Qmin周末）和建议申领量5个参数。

3 系统参数的初始设置
3.1 Dmin的初始设置

系统自动计算药品最高日用量，最高日用量＝领药前15 d

内某药用量最大的单日用量。系统自动计算药品用量差异指

数（E），E＝最高日用量/日均用量。当E≥3时，表示该药用量

差异大，以1.5倍的最高日用量来设置Dmin平时，以2倍的最高日

用量来设置Dmin周末，即初始设置Dmin平时＝最高日用量×1.5/日均

用量，Dmin周末＝最高日用量×2/日均用量；当E＜3时表示该药用

量差异不大，初始设置Dmin平时＝3，Dmin周末＝5。

3.2 Qmin的初始设置

Qmin的初始设置为缺省，缺省状态下系统默认为0。

3.3 建议申领量的初始设置

当用量差异大，即E≥3时，以3倍最高日用量来计算建议

申领量。因为领药一般不拆零，申领量必须是最小申领单位

的整数倍，因此设置初始申领量计算公式为：建议申领量＝

（3×最高日用量/最小请领单位数量）取整+1。当用量差异小，

即E＜3时，以 5倍日均用量来计算建议申领量，计算公式为：

建议申领量＝（5×日均用量 /最小请领单位数量）取整+1。

3.4 领药员对初始设置值的修改

如果领药员认为系统初始设置与实际领药需要不相符合

时，领药员可以对初始设置的参数进行调整。例如复方氨基

酸注射液在系统初始设置的Dmin 平时＝3，但玻璃瓶装的复方氨

基酸注射液需要占用很多空间，而领药员平日每天都领药，这

样领药员可以将复方氨基酸注射液的Dmin 平时改为 2，不但可以

少占用空间，又能保证每日消耗。

4 新模式下领药的具体操作流程
以某一日领药操作为例，说明新模式下领药的具体操作

流程。药房领药员开启计算机进入药房领药系统，选择使用

“平时模式”或“周末模式”（周一至周四选择平时模式，周五选

择周末模式，系统一般默认为平时模式），系统自动计算每种

药品的当前库存，并自动计算当前库存是否小于设定的Dmin或

Qmin，只要当前库存小于Dmin或Qmin之一，该药品就将出现在《药

房药品申领表》中，系统自动生成《药房药品申领表》。药房领

药员可以对《药房药品申领表》进行修改，包括删除申领品种

和增加申领品种，也可以修改申领的数量。领药员确认后，领

药申请信息即自动传输到药库，药库管理员根据药房的领药

申请信息准备药品，系统默认实发数等于申领数，如果由于缺

药或其他原因，药库管理员也可以对实发数进行修改。药库

管理员发药后在计算机上作确认操作，药房领药员核对后也

需在计算机上作确认操作，当二者都作了确认操作后，系统自

动实现药库账目的出库（减量）和药房账目的入库（加量）。

5 新模式使用及效果评价
5.1 统计分析指标和统计方法

对新模式使用前的2011年和使用后并由领药员根据工作

实际情况对参数调整稳定后的 2013年的结果进行分析，记录

每个品种出现缺药的次数、每日最大库存量可以使用的天数、

日领药次数、日领药品种数、领药员每日检查库存时间等。采

用 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

值±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5.2 初始设置参数修改情况

新的系统于 2012年 3月份开始启用，2012年 3－12月为

系统调试和参数调整期。从系统中读取每种药品2013年1月

1日的Dmin 平时、Dmin 周末、Qmin 平时、Qmin 周末、建议申领量的参数值，与

系统初始设置参数进行比较，计算修改率（＝参数修改品种数/

药品总品种数×100％）。结果，均有 87.0％的 Qmin 初始设置

（Qmin平时、Qmin周末）被修改（Qmin初始设置为缺省），Dmin平时及Dmin周末

初始设置修改率分别为 9.4％、12.5％，建议申领量修改率为

25.1％。

5.3 领药员对系统自动生成的《药房药品申领表》修改情况

正常上班日领药员每日1次使用系统自动生成的《药房药

品申领表》申领药品，领药员可以增加、删除申领品种和修改

申领数量。2013年全年共288 d使用此系统领药，全年共领药

119 016种（次），平均每日领药品种数为413.25种（次）（春节及

国庆长假节前和节后由领药员根据经验领药，不使用自动系

统领药）。对系统生成的申领表全年修改 4 839种（次），总修

改率[修改率＝修改种（次）数/全年领药总种（次）数；全年领药

总种次数为119 016种（次）]为4.07％，详见表1。

表 1 2013年全年领药员对系统自动生成的《药房药品申领

表》的修改情况

Tab 1 Modification by the applicant for drugs of Applica-

tion Form for Pharmacy Drugs automatically generat-

ed by the system in 2013

修改类型

增加申领品种
删除申领品种
修改申领数量
合计

指标
修改种（次）数

1 584

1 181

2 074

4 839

修改率，％
1.33

0.99

1.74

4.07

构成比，％
32.7

24.4

42.9

100

5.4 新、旧模式药房库存药品情况对比

对使用传统领药旧模式的2011年和使用后并由领药员根

据工作实际情况对参数调整稳定后使用预警新模式的2013年

的系统出现缺药次数及药品库存天数进行分析。平均每天缺

药品种数由（0.713±0.570）种显著下降至（0.101±0.152）种

（P＜0.01），药品的平均库存天数由（7.21±6.09）d显著下降至

（5.04±3.64）d（P＜0.05），并且库存＞30 d 用量及 15 d＜库

存≤30 d用量的比例均大幅度下降，详见表2。

表2 新、旧模式药房库存药品情况

Tab 2 Stock drugs of new mode and old mode in pharmacy

指标
平均每天缺药品种数
平均库存天数
库存＞30 d用量比例，％
15 d＜库存≤30 d用量比例，％
10 d＜库存≤15 d用量比例，％
5 d≤库存≤10 d用量比例，％
库存＜5 d用量比例，％

旧模式
0.713±0.570

7.21±6.09

3.36

9.32

11.93

33.52

41.87

新模式
0.101±0.152

5.04±3.64

1.88

6.06

11.46

35.98

44.62

P

＜0.01

＜0.05

＜0.01

＜0.05

＞0.05

＞0.05

＞0.05

5.5 新、旧模式消耗人力情况对比

对使用传统领药旧模式的2011年和使用后并由领药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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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作实际情况对参数调整稳定后使用预警新模式的2013年

的日领药次数、日领药品种数、领药员每日检查库存时间等数

据进行分析。新模式比旧模式在日领药次数、日领药品种数、

领药员每日检查库存时间、填写申领单时间上均有下降，并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3 新、旧模式消耗人力情况

Tab 3 Human consumptions of new mode and old mode

项目
旧模式
新模式
P

日领药次数
4.55±3.66

1.25±1.34

＜0.01

日领药品种数
313.25±31.89

256.77±42.34

＜0.05

每日检查库存时间，h

1.36±0.52

0.30±0.26

＜0.01

填写申领单时间，h

0.93±0.41

0.01±0.01

＜0.01

6 讨论
理想的药房药品库存应达到下述 3个目标：（1）尽量少的

药品库存量以减少资金占用和减少存放面积；（2）安全的药品

库存，尽量少引起缺药；（3）尽量少的人力消耗[3-4，6]。新模式比

较好地实现了上述目标，包括：平均库存天数显著下降，且库

存天数偏差较小，新模式使用后超过30 d库存情况非常罕见，

主要是一些不常用的必备品种；库存在 10 d以下的较低库存

约占 80％；另外，尽管库存压得很低，但很少引起缺药，平均

10 d缺药1次，而且缺药数比旧模式显著下降（见表2）；新模式

还显著节约了人力，日领药次数、日领药品种数、每日检查库

存时间和填写申领单时间比旧模式均显著下降（见表 3）。因

此，新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理想库存的目标。

使用一组数学公式来计算每种药品的最低（预警）库存是

非常困难的[3-4]。笔者在2008年设计了一套库存运算的数学模

型，结果在扩大范围使用之后并不理想。因此，本次设计的模

型中，系统只计算初始设置，领药员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

况可以调整初始设置，使之更符合实际工作情况。由表1可以

看出，初始设置的Dmin平时和Dmin周末分别有9.4％、12.5％被调整，

也即有90％左右的Dmin最后没有改变初始设置，说明Dmin初始

设置基本是合理的。Qmin初始设置为缺省，最后有87％作了修

改，说明领药员对绝大多数药品的Qmin作了设置，即由Dmin和

Qmin两个参数共同决定最低库存。建议申领量有约 25％被调

整，主要是因为药房空间比较狭窄，对于占用空间大的如输

液、营养制剂等领药员会根据经验通过领量少一点、领药次数

多一点的方式来解决。

各参数经过领药员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调整好后，2013

年全年共领药119 016种（次），总计只有4.07％的种（次）被修

改，也即95.93％的领药可以完全按照新模式的提示进行领药，

表明新模式可以用于指导日常领药工作，这样即使是一个新

手也能很好地完成药品领药工作了。

动态库存预警模式是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HIS）设计

的、根据药品动态用量设置条件及公式自动产生药品申领计

划和库存预警的模式，其设计原理是根据历史用量来预测未

来用量。建立药房药品库存预警领药模式要有一些前提条

件：首先要已经开展药品数量化管理，要有完善的药品实库存

管理软件系统，信息系统要能随时准确统计药房药品的历史

用量情况及当前药房药品的账面库存；另外要有保证药房药

品数量管理准确的管理制度，药房药品的账面库存与实物库

存的差异要足够小，否则可能会出现较多的缺药或领药过多

的情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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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控制药品使用
风险，决定对独一味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修订，具体修订要求
如下：

1.不良反应项应当包括：（1）消化系统：胃（脘）不适、腹痛、

腹胀、腹泻、恶心、呕吐、口干等，有肝生化指标异常病例报
告。（2）全身性反应：疼痛、水肿、乏力、潮红、过敏反应等。（3）

皮肤：皮疹、瘙痒等。（4）神经系统：头晕、头痛等。（5）心血管系
统：心悸、胸闷等。（6）其他：有鼻衄、黑便、紫癜病例报告。

2.禁忌项应当包括：（1）对本品过敏或有严重不良反应病
史者禁用。（2）孕妇禁用。

3.注意事项项应当包括：（1）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
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使用。（2）目前尚无儿童应用本品的系统

研究资料，不建议儿童使用。（3）用药后一旦出现潮红、皮疹、

瘙痒、心悸、胸闷、憋气、血压下降等可能与严重不良反应有关
的症状时，应立即停药并就医。

请通知行政区域内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做好以下工作：

1.在 2015年 4月 30日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报备案。说明书的其他内
容应当与原批准内容一致。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
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2.应当将说明书修订的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
经营企业等单位。

3.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修订独一味口服制剂说明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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