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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药房管理对药学服务质量的影响分析

田娅楠
同心县人民医院 宁夏 吴忠 751300

摘 要：目的：分析加强药房管理对药学服务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接收的120例
患者为研究对象，将2023年2月前药房常规管理时接收的6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则为2023年2月后药房加强管理
时接收的60例患者。统计两组患者管理差错情况及服务满意度。结果：加强管理后，观察组管理差错率低于对照组，

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加强药房管理能有效减少药房管理差错，提高患者的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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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药房是医疗机构中提供药物服务的场所，其主要职

责是负责药物的储存、配药、发药以及提供药物咨询和

指导等工作。药房管理的目标是确保医疗机构内药品的

质量、安全、有效性和合理使用，提供及时、准确、可

靠的药物供应服务，保障患者的用药需求，并实现药品

资源的优化配置[1]。良好的药房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药品

风险，减少药品浪费，提高医疗安全水平。而药学服务

质量不仅关乎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还关系着医疗

机构的声誉和竞争力，是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2]。对此，本文将分析加强药房管理对药学服务质量

的影响。现将方法与结果整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120例自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接收的

患者进行研究，将2023年2月前药房常规管理时接收的
60例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则为2023年2月后药房
加强管理时接收的60例患者。患者基线资料可比（P > 
0.05）。见表1。

表1��一般资料对比[n(%)]/（±s）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

观察组 60 38/22 46.56±4.67

对照组 60 36/24 45.82±4.41
χ2/t - 0.141 0.892
P - 0.707 0.374

1.2  纳排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为我院药房接收患者；②患者及其

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临床资料缺失患者；②认

知及精神障碍患者。

1.3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理。观察组实施加强药房管理：

（1）优化人员配置：根据药房的规模和工作量确定药剂
师的数量，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来提供专业的药学服

务。除了药剂师外，药房还需要足够数量的技术人员来负

责药品配发、发药和库存管理等工作。建立有效的团队协

作机制，定期组织团队会议和交流，加强药剂师、技术人

员和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2）建立标准操
作程序：建立药物管理制度，明确药物采购、配发、存

储、发药等各个环节的标准操作程序，包括制定采购流

程、规范入库验收和库存管理、确保药物标签准确和易读

性、制定发药程序，以及实施药物调拨和报废等规范操

作。编制药品标准操作手册，记录药物的命名、规格、储

存条件、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信息，以指导药房人员正

确操作和管理药物，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3）
强化药品质量控制：（4）加强药品信息管理：建立科学
的药品采购管理制度，明确药品采购的流程和标准，建

立合理的采购渠道，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药品入

库时要进行验收工作，对药品的合格证明和检查报告进行

审核，确保药品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同时，要建立药品

存储区域，按照药品特性分类储存，并做好温湿度的控制

和防潮防晒等措施，确保药品的质量不受影响。在药品出

库时要严格执行指定人员操作、二次核对、记录等程序，

确保药品的正确发放。并要建立药品使用登记制度，对每

一次药品的使用情况进行记录，以便追踪和分析。定期进

行库存盘点，保证药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同时，要建立

库存报警机制，当库存量低于安全库存线时进行补货，避

免因缺货而影响到药物的使用。（5）严密药品监测与不
良反应报告：建立药品监测小组、设立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平台等形式，定期对药物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及

时发现问题药品和患者用药异常情况。建立规范的药品不

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机制，鼓励及时报告可能的药物不良反

应。同时要加强与其他科室的沟通合作，及时获取患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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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后的病情变化和不良反应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进行报告。（6）定期开展内部培训：药房应制定年
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标、内容和形式，包括药品知识

更新、新药信息介绍、药房管理和操作规范等方面的培

训内容[3]。根据培训计划，定期组织讲座、研讨会、案例

分析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通过专业人员进行教学，提

供系统性的培训。培训应注重实践操作环节，例如模拟药

房操作、药品配制实操等，让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能够亲

身参与，加深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培训内容不仅应着重

于药学专业知识，还应包括药品安全、良好沟通技巧、团

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药房工作人员的综合

素质。培训结束后，应对参训人员进行评估，了解培训效

果。同时，主动收集参训人员的反馈意见，以不断改进培

训内容和形式，提高培训质量。（7）加强药房与临床科
室的沟通与合作：药房与临床科室应建立起定期沟通的机

制，例如定期召开会议、设立联络人员等，通过直接面对

面的沟通，及时了解临床科室的需求和药品使用情况。药

房可以派遣药师或药学专家到临床科室提供专业咨询服

务，包括临床用药指导、药物剂量调整建议等。同时，建

立药物信息查询系统，为临床科室提供准确、快速的药品

信息支持。药房与临床科室可以共同制定药品管理制度，

包括药品订购、验收、使用和报废等方面的规范，明确责

任分工和流程，减少药品管理中的误差和风险。药房和临

床科室可以成立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共同解决药品管理和

临床用药中的问题和挑战。小组成员可以定期集会，讨论

和制定解决方案，密切合作，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引入

药品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药房和临床科室的信息共享与

互通，通过系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和风

险，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应对。（8）建立患者用药教育和
咨询服务：药师可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药品咨询和解答

服务，包括用药时间、剂量、注意事项等方面的问题。通

过与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帮助他们正确使用药物，

减少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药房可以制作和发

放患者用药指南，以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形式呈现，内容

包括常见病症的用药原则、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等，方便患者理解和遵循[4]。开展针对特定患者群体的

用药培训课程，例如老年患者、儿童患者等。通过教授用

药技巧和注意事项，帮助患者和家属正确理解药物治疗的

重要性，并能够有效管理和使用药物。药房可以引入智能

化辅助工具，例如手机应用程序或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为

患者提供用药提醒、药物信息查询等服务，帮助患者更好

地遵循医嘱，减少用药错误。

1.4  观察指标

（1）管理差错情况：统计药品数量差错、同音药品
名称差错、剂量差错、思维差错的情况。（2）服务满意
度：药房自制满意度评分表，不满意 ≤ 60分，61 < 满意
≤ 80，81 < 非常满意≤ 100，总满意率为满意率+非常满
意率。

1.5  统计学方法
本试验有关数据整理SPSS22.0，组间计量数据为

（），用t检验，计数数据信息为（%），用χ²检测，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管理差错率比较
观察组管理差错率更低（P < 0.05）。见表2。

表2��管理差错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药品数量
差错

同音药品
名称差错

剂量差错 思维差错 总发生率

观察组 60
1

（1.67）
1

（1.67）
0

（0.00）
0

（0.00）
2（3.33）

对照组 60
3

（5.00）
2

（3.33）
2

（3.33）
1

（1.67）
8

（13.33）
t - - - - 3.927
P - - - - 0.047

2.2  服务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更高（P < 0.05）。

见表3。
表3��服务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率

观察组 60 1（1.67）
20

（33.33）
39

（65.00）
59

（98.33）

对照组 60
9

（15.00）
18

（30.00）
33

（55.00）
51

（85.00）
χ² - - - - 6.981
P - - - - 0.008

3��讨论

药房作为医疗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部门，负责着药物

的储存、管理和配发等重要工作。首先，加强药房管理

可以提高用药安全性。药品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但

若管理不善，可能会引发药品错误使用、交叉感染等问

题，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威胁。通过严格的药品储存和配

发制度，规范药品管理流程，可以有效避免药品错配、

过期药品使用等情况的发生，提高用药的安全性，保障

患者的身体健康[5]。其次，加强药房管理可以确保药品的

质量和有效性。通过严格把关药品的来源和质量，可以

防止假冒伪劣药品进入医疗机构，保证药品的有效性和

可靠性，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药物治疗。再次，加强药房

管理可以促进药学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结合[6]。药房管理人

员也可以通过与临床医师的交流与合作，了解临床实践



28

2023� 第4卷�第2期·内科诊疗与进展

中的问题和需求，进一步优化药房管理的策略和措施，

提高临床用药的质量和效果。药房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

是减少药品配发和使用过程中的差错，减少差错的发生

对于患者的药学服务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7]。如果患者在

用药过程中遇到差错，不仅会带来不良的药物反应，还

可能延误病情或导致治疗效果不佳。而加强药房管理可

以有效地减少这类差错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用药安全性

和治疗效果，从而提高患者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 [8]。另

外，加强药房管理还可以提高患者对于药物知识的了解

程度[9]。药房管理人员通过积极开展药物教育工作，加强

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患者对药物的认识和理解，

增强患者在用药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合作性，进一步提高

患者的药学服务满意度[10]。

在本次研究中可以发现，加强药房管理使得管理差

错率低于对照组（P < 0.05），加强药房管理提供的各项
措施运用得当，减少发药及用药错误；加强药房管理后

患者对药学服务的满意度更高（P < 0.05），加强药房管
理对患者的服务更全面，患者的满意度更高。

综上，加强药房管理能有效减少药房管理差错，提

高患者的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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