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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质量管理对药剂科药品管理的影响分析

李瑞红

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中医院 成安县 056700

研究安全质量管理理念在我院药剂科日常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我院于2020年6月～12月将

安全质量管理理念应用于药剂科日常管理中，筛选此段时间内我院就诊患者600例为观察组，2021年1月～6月我院就

诊患者600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就诊过程中药剂科药物滥用比例、药品损坏比例、药品过期比例、用药差错比

例以及患者就诊满意度的结果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药物滥用比例（0.50%）、药品损坏比例（0.33%）、

药品过期比例（0.17%）以及总比例（1.00%）均低于对照组（P ）。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药师用药数量错误

（1.83%）、品项错误比例（1.00%），以及医师用药数量错误（0.33%）、品项错误比例（0.00%）均低于对照组（P

）。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满意度（99.50%）高于对照组（96.50%）（P ）。结论：对药剂科药品进行安全

质量管理，能够增加药品应用合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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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药剂科药物的质量、保存和使用是健康保障的关

键，在药剂科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有效控制药物

安全与病人健康密切相关。药剂科主要任务是根据医院

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当前需要制定药品采购计划，并尽可

能向病人提供药品[2]。药剂科还必须进行药物质量检测，

药物管理是保证药物质量的主要手段。将安全质量管理

应用于药剂科的药物管理，可以大大减少药物滥用、过

时、管理过程中的药物破坏等常见问题[3]。

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我院于2020年6月～12月将安全质量管理理念应用于

药剂科日常管理中，筛选此段时间内我院就诊患者600例

为观察组，2021年1月～6月我院就诊患者600例为对照

组。观察组中男351例、女249例，年龄18～60岁，平均

（47.26±9.95）岁；对照组中男342例、女258例，年龄

18～60岁，平均（47.66±9.58）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信息具有可比性（P ）。纳入标准：①患者就诊后

均明确具体疾病且接受针对性药物治疗；②患者均符合

医学伦理委员会相关要求。排除标准：①患者病例资料

缺失；②患者伴有诊疗风险，或基于种种原因导致治疗

半途而废；③患者伴有精神系统疾病导致自身无法有效

配合完成诊疗工作。

*通讯作者:李瑞红，1976年8月，女，汉族，成安县

人，现就职于邯郸市成安县中医院，本科，研究方向：

中药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见的药品管理；观察组患者实施安全

质量管理：①设置药物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组。改进现有

的药物管理制度并规范现有的管理要求，组成一个工

作组，负责制定药物质量和安全全面管理规则，定期监

测药品的使用情况，优先重视药品质量和安全管理。②

加强药物质量管理。使用临床药剂师的干预服务，帮助

和支持病人使用药物，加强药物使用的科学、安全合理

性。同时，药剂科医务人员加强了对药物的性质、剂量

和使用方法的了解，以确保药物的安全使用，提高药剂

科医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药剂科定期对药剂科安全质量

小组进行药剂科基础培训和技术及职业培训，并在培训

后对成员的培训结果进行回收，将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医

务人员上岗工作的基础。同时，该部还必须根据医务人

员的年龄和实际情况，就药物问题提供具体咨询，以保

证药物使用的科学、安全和效率。严格记录药物消费、

报告的损害和库存、麻醉品和辅助食品的科学分类和管

理，严格控制药剂科内的温度和湿度。药剂科医务人员

必须提高安全意识，并定期检查其安全性能，以降低安

全风险。

观察指标

①药品管理效果：统计两组患者就诊期间药物滥用

比例、药品损坏比例、药品过期比例，以此作为药剂科

药品管理效果评价工具；②用药差错比例：统计两组

患者就诊期间药师、医师在用药数量与品项上的错误比

例，以此作为用药管理效果评价工具；③就诊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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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院自制就诊满意度调查量表统计两组患者就诊期间

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3个等级[4]，

总满意度＝非常满意率＋基本满意率。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对研究对象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数据采用( ±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表示，使

用χ2对数据进行校检；P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药品管理效果

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药物滥用比例（0.50%）、药品

损坏比例（0.33%）、药品过期比例（0.17%）以及总比

例（1.00%）均低于对照组（P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就诊期间药品管理效果比较[例（%），n

＝600]

组别 药物滥用比例 药品损坏比例 药品过期比例 总计

观察组 3（0.50） 2（0.33） 1（0.17） 6（1.00）

对照组 16（2.67） 15（2.50） 8（1.33） 39（6.50）

χ2值 9.038 10.084 5.486 25.143

P值 0.003 0.001 0.019 0.000

用药差错比例

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药师用药数量错误（1.83%）、

品项错误比例（ 1 . 0 0%），以及医师用药数量错误

（0.33%）、品项错误比例（0.00%）均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就诊期间用药差错比例比较[例（%），n＝

600]

组别
药师用药数

量错误比例

药师用药品

项错误比例

医师用药数

量错误比例

医师用药品

项错误比例

观察组 11（1.83） 6（1.00） 2（0.33） 0（0.00）

对照组 24（4.00） 18（3.00） 12（2.00） 5（0.83）

χ2值 4.974 6.122 7.227 5.021

P值 0.026 0.013 0.007 0.025

就诊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就诊期间满意度（99.50%）高于对照组

（96.50%）（χ2＝13.776，P ）。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就诊满意度对比（n＝600）

组别
非常满意

（例）

基本满意

（例）

不满意

（例）

总满意度

[例（%）]

观察组 352 245 3597 （99.50）

对照组 306 273 21579 （96.50）

3 讨论

药剂科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临床医生的医疗需要，及

时、准确地配备所有中药，并且进行临床和药理学研

究，以及协助各个科室开展临床药物试验、科学研究[5]。

其对于支持药物的临床治疗以及药房的药物质量和安全

管理至关重要，可以确保病人安全使用药物，并改善患

者健康状况。目前，在医疗机构药品的规范管理中，尚

缺乏国家、省级市级方面的政策及管理办法，因此部分

医疗机构对于药品的出现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应出

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医疗卫生机构药学管理和医疗行

为过程中出现的药品剩余现象进行专项管理规定，明确

管理目标、管理范围、处置规范、责任主体。这将为药

品的回收、处置方法提供管理学依据，有助于医疗机构

在药学管理中的可操作性的提升。可以建议和鼓励制药

企业在药品生产过程中，改进包装规格，为老年人、儿

童等特殊人群的所需剂量进行规格方面的改进。医疗机

构在为特殊患者进行药学服务的过程中，应兼顾规格的

个性化管理，杜绝无指征用药，遵循最小有效剂量的药

物使用原则。并为药品的退药、退费环节提供简化流

程。以此同时，应规范药品的处理规范，可通过专项管

理途径，将药品应用于救助、义诊、紧急救援等医学服

务中。在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仍然很高，药物

滥用发生率也很高，这不仅浪费了药品资源，而且对病

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药剂科是医院的核心，必须改

善药物管理[6]。为了提高药品管理质量，一些医院建立

了药品分类和管理制度，按有效期、名称、生产时间、

生产序列号、药品类型、性质和危险程度对药品进行分

类。通过软件管理系统，提供有关药房药品的具体信

息，包括生产日期、制造商、有效期、销售日期、使用

禁忌等。促进及时检查药品库存，处置过期药品，并在

出现进一步使用问题时，检查和回收有问题的药品，减

少医疗事故，促进药品的科学管理，加强问责制[7]。作

为药品分类管理的一部分，药品分为处方药品和非处方

药品。药房是医院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在医院管理药品

时，发现安全和质量管理概念没有及时更新。药物安全

方面存在问题，例如药物滥用、过量和高剂量。为提高

医院药品管理质量，必须及时更新安全质量管理理念。

有学者指出将使用安全管理概念医院员工数据与实施安

全管理概念之前数据进行比较[8]。结果表明，随着安全管

理概念实施，住院总体效果显著提高，药物滥用减少，

药物有效性降低，药物造成危害程度降低。此外，研究

表明，应用安全和质量管理理念后，医院管理满意度显



国际全科医学·

117

著提高。因此，安全和质量管理概念应用于医院管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比较了引入安全管理概念前后两年

药品使用频率和满意度，结果表明安全管理应用是关

键，对药品储存是极为重要，实现药品标准化管理，促

进药品质量提高，满足用药人群需求。对药剂科药品进

行安全质量管理，能够增加药品应用合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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