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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优化电子化药品物流系统（ePS）工作流程，提高门诊药房工作效率。方法：分析我院门诊药房在使用ePS理货系统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改进措施并实践，通过评价优化前后6个月的相关工作指标总结成效。结果：针对ePS理货系统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理货操作重复、盘点数据计算烦琐、药品效期管理方法效率低、药品“批/效”追踪有误差等主要问题，我院门

诊药房进行了包括优化药品理货流程、更改药品追踪流程、增加近效期药品提醒功能等系列改进措施。系统优化改进后，缩短了

发药机补药时间（26.32 s vs. 7.78 s，平均提高了 3.38倍）和药品盘点时间[（165.50±5.75）s vs.（146.70±4.54）s，平均缩短了

11.36％]，实现了药品“批/效”等信息的精准追溯，提高了药品管理水平[药品效期管理时间（58.00±1.88）s vs.（18.00±1.23）s，平

均缩短了68.97％]。结论：我院对 ePS理货系统进行优化后，提高了药师的工作效率，保证了药品“批/效”追溯准确性。

关键词 电子化药品物流系统；理货系统；流程优化；药品盘点；效期管理；信息追溯

Continuous Improvement Prac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Electronic Pharmaceutical System on Tollying in

Outpatient Pharmacy of Our Hospital

LIAO Lina，WANG Jingxia，ZHU Fangfang，TAO Xia，CHEN Wansheng，WU Rong（Dept. of Medicinal

Material，Shanghai Changzheng Hospital，Shanghai 20000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ptimize the workflow of electronic pharmaceutical system （ePS），and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outpatient pharmacy. METHODS：The problem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ePS on tollying in outpatient pharmacy of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ed. The effectiveness was summarized by

evaluating relevant work indicators 6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RESULTS：Referring to main problems during the

application of ePS on tollying as repetition of tallying drugs，complexity of stocking checking，low efficiency in the management

of drug expiry date，deviation in the tracking of“batch/expiry”，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carried out in outpatient pharmacy of

our hospital，including optimizing tallying process，updating tracking process，adding the function of alerting the near-expiry drug，

etc.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shortened the time of replenishment（26.32 s vs. 7.78 s，improving by 3.38 times）and stock checking

[（165.50±5.75）s vs.（146.70±4.54）s，shortening by 11.36％]，realized accurate tracing of drug information“batch/expiry”and

improved drug management [（58.00±1.88）s vs.（18.00±1.23）s，shortening by 68.97％]. CONCLUSIONS：The optimization of

ePS on tallying in our hospital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of pharmacists and guarantees the accuracy of tracing drug“batch/expiry”.

KEYWORDS Electronic pharmaceutical system；Tolly system；Workflow optimization；Drug stocking；Expiry dat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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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化药品物流系统（Electronic pharmaceutical

system，ePS）是基于电子化管理和条码扫描等现代化技

术建立的药品物流管理系统 [1]，通过互联网、掌上电脑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无线网络和二维条码

等自动化应用设备，全程对药品的采购、运输、验收、存

储、入库和出库进行科学管理[2]。我院于2014年与格银

集团合作开发了一套适合医院应用的 ePS[3]，通过实施

ePS供应链系统、ePS移动药房和 ePS理货系统（以下简

称理货系统）对院内药品的流通实行了全程监控：其中，

ePS供应链系统完成医院采购、供应商送货与医院验收

入库工作；ePS移动药房完成医院内部即中心药库与各

二级库之间的药品流通；而理货系统主要规范药品从药

师到患者手中的环节，即通过PDA理货操作记录调配区

药品批号及患者领用药品的批号与效期，实现“批/效”

（批号/效期）追踪。此套系统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医院药

学部门药品流通的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实现了药品批号

效期与患者的双向追溯。

理货系统的应用是门诊药房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其

工作流程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药品的批号、效期和

患者用药信息双向追溯的实现，主要功能包括理货提

醒、仓位提示和盘点等。在我院实际应用中，发现此系

统在药品理货业务、药品信息追踪业务和盘点业务方面

存在缺陷。因此，从 2015年 4月－2016年 5月，我院药

师逐步对理货系统中相关部分的流程及功能进行了完

善，提高了药师的工作效率，保证了药品“批/效”追溯的

准确性，为医院药品的现代化管理提供了一定参考。笔

者在本文中即对此系统的优化改进过程进行介绍，以期

为同行提供借鉴。

1 原理货系统存在的缺陷
1.1 理货流程及缺陷

我院门诊药房药品存储区包括3个部分：门诊药房

二级库、人工调配区和自动发药机调配区。理货流程

为：药品按照其存放位置分专人管理，其中人工调配区

的每排货架由 2名药师负责，每台自动发药机由 1名药

师负责。药师根据调配区货架上每种药品的摆放空间

在理货系统中设定一个存储上限，根据药品使用情况设

定一个存储下限，当货架上的药品数量低于设定的下限

时，理货系统通过PDA提醒药师加药，药师根据提示的

药品品种、数量、批号、效期、仓位信息，经扫描核对后对

调配区药品进行补货。

理货流程弊端主要体现在自动发药机调配区。自

动发药机内药品品种数占我院总品种数的65％以上，由

发药机发药的处方占门诊总处方的 70％以上，品种多、

用量大。在对发药机中的药品进行补药时，药师必须按

照PDA理货提醒，首先在PDA的理货界面上进行一次

药品补药的数据操作，然后将药品摆放到自动发药机待

补药品存放区。由于自动发药机自身有补药提醒功能，

其也会根据发药机内药品实际的存量实时更新所需补

药的数量信息。为了保证发药机内药品信息追踪的准

确性，药师就需要根据PDA提供的信息对自动发药机的

补药提醒界面显示的信息进行核对与数据修改，然后才

可进行一次补药操作，这样就导致自动发药机的工作人

员补药流程重复且烦琐，不但增加了药师的工作量，同

时还影响了自动发药机的补药速度。

1.2 信息追踪流程及缺陷

门诊药房原患者用药信息追踪的工作流程为：当患

者刷卡取药时，医院信息系统（HIS）记录患者取药的处

方信息，并将处方信息传送给理货系统，理货系统根据

处方药品信息匹配相对应的调配区仓位，按照药品“先

上架先出”原则扣减相对应仓位的药品库存数，并记录

处方的药品“批/效”和数量，同时更新调配区药品“批/

效”和数量，进入理货程序。

这种流程存在的缺陷主要包括：（1）我院药品调配

模式包括实时和预配2种模式。其中实时模式是指患者

缴费成功后，持诊疗卡至取药窗口刷卡，由发药机根据

患者处方信息实时调配药品，然后患者取药；预配模式

是指患者缴费成功后，后台调配药师打印处方清单并根

据处方清单信息事先调配好药品，放置在预调配缓存货

架上等待患者到药房刷卡、取药。在这2种模式中，理货

系统扣减库存的数据更新时间点是在患者刷卡取药的

瞬间，即前台药师发出药品后确认处方信息、扣减药品

库存的瞬间。而在预配模式中，药品调配时间早于患者

实际取药时间，并且每个患者前来取走放置在预调配缓

存货架上的药品的时间顺序是不确定的，这样会导致调

配区货架上药品实际情况与系统显示的药品情况不符，

出现药品信息追踪混乱的现象。（2）在初期对系统中药

品进行信息维护时，药品货位与发药窗口是一一对应

的，即一种药品在一个发药窗口中只能对应一个药品货

位中的药品，如果某种药品在调配时需从2个货位取药，

则系统无法识别到底是扣减哪个货位的库存。例如1号

发药窗口对应 A 发药机，若 A 发药机内某药品库存不

足，调配药师会从人工调配区取药，但是此时系统依然

会将发出的药品记录为A发药机内的药品“批/效”和数

量，不能记录出自人工调配区取得的药品的“批/效”和数

量，这样就导致发出药品的“批/效”和数量被错误记录。

1.3 药品盘点功能及缺陷

药品的效期及数量管理是药房的主要日常工作，对

药房药品质量的高效管理能够减少药品浪费和保证患

者用药安全[4-6]。我院门诊药房有840多种药品，药房每

月采用PDA对药品数量和效期进行盘点。原理货系统

盘点方式主要存在着以下缺陷：（1）理货系统独立于医

院的HIS，药品实时扣减库存时间点不同，其中理货系统

扣减库存的时间点在药品调配清单打印的时间点，HIS

扣减库存的时间点在窗口药师确认处方发药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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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2个系统库存中数据无法实时保持一致，并且每月

进行药品盘点时需要将理货系统与 HIS中的药品库存

数据人工核对，生成盘点单，增加了工作的烦琐程度。

（2）发药机内药品效期的管理一直是医院药品管理的难

点，每月药品盘点时需药师将发药机内药品全部下架，

逐盒查看有效期，因此，每次盘点时不仅工作量大、时间

过长，而且误差率高。

2 优化改进与实施成效
2.1 优化理货流程，缩短发药机补药时间

2.1.1 优化改进 针对原流程的弊端，我院对理货系统

进行优化改进，将药品理货模式分为2种：人工调配理货

模式和自动发药机理货模式。其中人工调配理货模式

仍采用原有方式，而对发药机理货模式进行了流程的优

化。优化后的操作步骤为：当自动发药机补药系统进行

提醒补药时，药师在补药界面选中待补药品信息，自动

发药机自动获取理货系统提供的二级库药品“批/效”和

数量信息，药师在显示的弹框界面选择相对应药品“批/

效”进行补药，更新发药机内药品“批/效”和数量，此时理

货系统通过系统库存交换接口读取自动发药机系统的

补药信息，扣减二级库相应药品库存并更新。这种理货

模式实现了自动发药机系统与理货系统的无缝对接，简

化了自动发药机的药品理货操作步骤，准确记录每个轨

道药品的补药时间、数量和“批/效”等信息。改进后的发

药机系统上补药界面示例见图1。

2.1.2 成效 随机抽取发药机内的某种药品，记录对其

进行40次补药操作所花费的时间（补药操作所花费的时

间计算方式是以药品提醒、准备补药操作为计时起点，

至在发药机补药界面选中并确认补药信息为计时截止

点），比较理货流程优化前后工作时间的变化。数据采

用 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处理，计量资料数据用 x±s

表示，采用 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

果，理货流程的优化，使补药平均时间由优化前的26.32

s 降到 7.78 s（P＜0.01），使药师的补药效率提高了 3.38

倍，显著缩短了自动发药机药品补药时间。

2.2 再造用药信息追踪流程，实现药品信息精准追溯

针对原流程的弊端，我院对理货系统的药品信息追

踪模式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信息追踪模式为：患者缴

费成功后，药品处方信息传送至自动发药机系统，自动

发药机系统识别处方信息并按照窗口患者取药人数多

少对处方进行窗口分流；调配药师在后台打印出药品调

配清单时，自动发药机系统按照药品存放位置将处方信

息中的药品分成从机器内调配的“机内药品”和从人工

调配区调配的“机外药品”。其中“机内药品”按照自动

发药机内每个药品加入轨道的时间先后顺序出药，并记

录所出药品的配药时间、数量和“批/效”等，保证准确记

录同一药品不同轨道的药品“批/效”，随后由理货系统读

取自动发药机记录的出药信息；“机外药品”由自动发药

机系统将需机外调配的药品信息传输给理货系统，理货

系统按照调配时间先后扣减相对应货位的药品数量并

记录货架上的“批/效”。这样就解决了患者取药时间与

药师调配药品完成时间中的时间差，使理货系统中显示

的药品信息与发药机系统中及货架上的药品实际情况

信息一致，保证药品信息追溯精准性，实现药品信息与

患者信息的双向追踪。药品“批/效”与患者信息追踪界

面示例见图2。

2.3 优化药品盘点功能，完善药品管理

2.3.1 优化改进 完善药品盘点功能，新增理货系统盘

点时实时同步获取HIS库存数据的功能，直接计算出药

品盈亏数据，生成药品盘点单；在药品盘点界面增加近

效期（小于6个月）药品提醒功能，在每月盘点药品时，按

照药品仓位对近效期药品标黄警示，无需在每月盘点时

将自动发药机内药品全部下架，逐盒查看有效期。近效

期药品提醒界面示例见图3。

2.3.2 成效 盘点功能的优化，缩短了药品盘点后的数

据统计时间，加强了药品效期的管理，提高了药品账物

相符率，解决了以往工作中的弊端。对比2016年4月优

化前后各 6个月的每月门诊药房盘点用时、盘点错误数

（即药师对药物盘点发现错误后需重新核对的个数）、近

效期管理用时。结果，优化后盘点用时、近效期管理用

时、盘点错误数显著低于优化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盘点功能优化前后的相关指标比较见表1。

3 讨论
我院通过对门诊药房理货系统的优化，显著提升了

药品信息的管理效率，有效提高了药房的信息管理质

量。经过长达30个月的使用及不断改进完善，目前我院

门诊药房药品已实现全面信息化监管，管理模式更加科

学、规范、准确、精细。通过应用ePS，药师的工作量得以

减轻，工作效率得以提升，从整体上降低了医院的管理

成本，初步达到了保证临床用药质量、减少医疗纠纷和

全面提高医疗质量的目的。当前，越来越多的医院对药

品质量的管理提出了信息可追溯的要求，随着 ePS的应

用和实施，药品流通市场附加值会大大提高，当药品发

生公共事件时，可以快速进行应急处置，为药品的召

回/退回提供重要的依据[7-8]，同时又可避免造成不要的

恐慌。

图1 发药机系统中补药界面示例

Fig 1 Example for replenishment interface of auto-

matic drug dispens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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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在应用ePS后明显提升了药房药品信息管理水

平，但在对药品进行信息追踪系统的过程中，目前仍存

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其操作的精细化和目前发药

机仍存在的多出药、少出药等问题[9-10]，要求药师完全遵

守 ePS 操作规则进行操作，才能保证信息的追踪准确

性。由于参与者认识问题的不同，导致对工作的落实度

不同，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参与者认识度，加强完善相关

制度，规范操作流程的落实。我院门诊药房 ePS的逐步

改进及应用，将会进一步完善我院药品信息的追溯体

系，并会在药品的流通、使用环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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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药品“批/效”与患者信息追踪界面示例

Fig 2 Example for interface for tracing drug“batch/

expiry”and patients’information

A.根据药品名称查询患者/药品“批/效”信息

C.根据患者信息查询药品“批/效”

B.根据药品批号查询患者信息

D.根据取药日期查询患者/药品信息

图3 药品近效期提醒界面示例

Fig 3 Example for interface of alerting near-expiry

drugs

表1 盘点功能优化前后每月相关指标比较（n＝6）

Fig 1 Comparison of relative indexes each month be-

fore and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stock checking

（n＝6）

时段
优化前
优化后
P

盘点时间，s

165.50±5.75

146.70±4.54

＜0.05

盘点错误数，个
55.33±4.10

30.17±4.40

＜0.01

有效期管理用时，s

58.00±1.88

18.00±1.2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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