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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子计算机实行药库药材管理是医

院信息管理 系 统

的 重 要

组成部分
,

为提高药材管理的 自动化水平
,

合理使用药材及经费
,

我们自行研制了 《医

院药库药材管理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
,

经一年来的优化改进及应用
,

该系统是有效

可行的
,

在药材管理工作中体现了一定的优

越性
。

一
、

系统的结构

《系统》应用  
一 、

在

支持下
、

在
一

及其兼容机 上 运

行
,

由六类五十三个文件组成
。

主要文件包

括

命令文件 《系统》共有命 令

文件 个
,

应用灵活
、

方便
,

具有较强的科

学性
。

二 数据库文件 《系统》建立

个数据库文件
,

其中 个为统计过程中产生

的中间数据库
。 “药库 ”

·

和
“

账

库
”

·

是系统中最主要的数 据库
,

前者属药材库存明细账
,

每个数据记录包括

药材编码
、

类型
、

品名
、

规格
、

产地
、

单位
、

批发价
、

零售价
、

失效期
、

库 底 限
、

库 存

量
、

位置等十七项 内容
。

后者是药材收发登

记明细账
,

数据记录除具有
“药库 ” 的大部

分信息之外
,

尚增加了 日期
、

收支单位
、

收

入
、

收入用款
、

支出
、

支出金额六项内容
。

它是药材收发过程中
,

《系统》 自动形成的

数据库
。

二 索引文件 系统建立索引文件

有四个
,

节省了存储空间
,
加快了以一定规

律排列的数据的查找速度
。

二 格式文件和
·

报告文件 为

使数据的输入
、

输出清晰直观
,

系统建立此

二类文件共六个
,

应用于药库
、

账库数据的

输入
、

维护及输出
。

二 标签文件 为方便仓库管理
,

系统设计了药材的标签格式
,

可随时将药材

的重要信息打印成美观
、

明了的标签
。

二
、

系统的功能

系统设计采用 了自顶向下的模块设计方

法
,

在主控模块之下
,

建立八个功能模块和

九个子模块
。

其控制结构 图如下

各模块的主要功能是

建库 将药库药材的全部重要信息即以

上所介绍的
“

药库
”

的十七项内容
,

逐一录入

计算机
。

输入方式采用全屏幕编辑方式
,

使

某一药材的各项 内容一次显示在屏幕上
,

用

户按屏幕提示移动光标输入数据
。

为减少数

据的重复输入
,

程序在接受下条记录的输入

时
,

重现上条记录的内容
,

用户仅修改与上

条记录所不同的内容即可
。

入库和出库 键入药材代码之后
,

屏幕

即显示该药材的有关重要信息
,

确认无误时

根据屏幕提示
,

要求用户输入进 发 货单

位编号
、

进 发 货时间
、

进 发 货量
,

确认输入无误后
,

计算机当即显示现有库存

量
。

若药材库存为零
,

屏幕作报警提示
。

入

库和出库的全部输入可以完全避免汉字的输

入
,

数据处理没有任何人工干预
。

数据库维护 为克服操作人 员 输入 失

误
,

或及时修正药材信息
,

系统设立数据库

的维护功能
,

以随时删除
、

添加
、

修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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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录录录

⋯锰霖霖霖
记 录录录 账 本本本 药 库库库 账 本本本 操 纵纵纵 优 选选选 计 算算

修 改改改改改 添 加加加 更 新新新 查 询询询 查 询询询 经费库库库 模 型型型 数 据据

或定期制备账本副本 以更新
“
账库

’夕 。

对变

动频繁的药材价格的修改等提供 了 极 大 方

便
。

数据库查询 系统共设立十八种查询方

法
,

根据药材代码
、

名称
、

日期
、

收支单位

等单一或复合条件
,

查询及检索用户所需要

的多种信息
。

并可随时以清晰
、

美观的表格

形式
,

分别打印各类药材 的库存量表册
、

价

目表册
、

代码表册
、

收发登记明细账及药材

采购单
、

药材标签等
。

统计报告 用户可随时统计任一阶段的

购货用款
、

发货金额及各药材的购发数量和

金额 统计库存品种数
、

库存总价值或某药

材价值 对各科室某阶段请领品种和金额也

可详细显示或打印
。

经费预测 随着系统的应用
,

提供了各
、

、

阶段药材经费使用信 息即历史观测值
。

系统

、是用一元 回归分析预测法
,

将观测值分析整

理
,

输出有关样本特征数
。

根据一元回归的

九种函数形式
,

构造所存在的若干类回归方

程
,

作为待定预测模型
,

并给出相应的一元

回归方差分析参数
。

最后从已选出的待定 回

归预测模型中
,

选取拟合优度最大者作为实

用一元回归预测模型
,

并据此对未来数据进

行相应预测
。

本功能打印输出表格十余张
。

数据备份 为防止微机运行中的突然断

电及故障
,

系统设立数据的备份功能
。

数据

变动时
,

及时制备数据副本
。

为方便存储数

据量较大的
“
账库

” 副本的制备
,

系统将每

次录入的数据首先载入 ,’右时账库
” ,

当重

新显示并修正无误时
,

添加于
“
账库

” 和备

份盘
。

三
、

系统的特点

一年来的运行实践证明
,

本系统具备以

下三个特点
。

。

先进性
。

系统集人工管理之经验
,

结合科学预测技术
,

采用结构化
、

模块化的

程序设计
,

功能强
、

管理项 目多
。

它不仅具

备同类软件的基本功能
,

存储
、

检索任何药

材的库存和收支情 况
,

报告哪些药 材 快 失

效
,

哪些药材待采购
,

从而制定采购计划
,

编制年
、

月
、

季度报表
,

且紧密配合我院的

医疗成本核算工作
,

及时提供各种准确
、

有

效的信息
,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

由于增设

了预测功能
,

为院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科学 依

据
。

实用性
。

数据输入简单
、

处理自动

化程度高
,

是微机实用性的重要保证
。

为保

证数据输入简便易行
,

经反 复研究
,

将药材

编码定为五个汉语拼音字母
。

就药 品而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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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为类型码 按剂型分类
,

分 粉
、

片
、

针
、

膏 液

第二
、

三
、

四为品名码
,

以常用中文药 名的

前三个字的汉语拼音字头表示 五 为 区 分

码
,

主要区分类型
、

品名相同而规格含量等

有所不同的药材
。

五位码使用方便
、

重码较

少
。

个别重码者
,

再从中找出规律
,

以简便

易记又较科学的方法
,

规定重码 药 材 的 代

码
,

从而为代码的记忆与输入提供了极大方

便
。

加之系统采用全屏幕汉字显示
,

实行人

机对话
,

对全院各单位及其编号均适时显示

于屏幕
。

因此除药材登记外
,

全部输入均为

简单的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输入
,

极大地提

高了输入速度
。

在建账
、

统计
、

核算等工作

中
,

也完全避免了人工干预
,

提示清楚
、

操

作简便
,

保证了微机的实用性
。

。

可靠性与安全性
。

数据 输 入 过 程

中
,

屏幕反复提示输入正确与 否
,

一 旦 有

误
,

即行改正
,

较好地保证了数据输入的准

确性
。

经反复测试检验证明
,

数据的处理输

出是准确的
。

为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

只有经

过授权并被赋予 口 令的人员才允许使用该系

统 对数据库文件的维护
,

仅限 于 专 门 人

员
,

其他有关人员仅有检索权 每次工作结

束时
,

都可使用数据备份功能
,

自动为两大

主要数据库制备副本
。

以上措施
,

较好地保

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

四
、

系统的应用

自  年 月将药库的近千种西药 品信

息全部输入了计算机之后
,

全部西药的购入

与发放
,

均应用 了本系统
。

系统的应用加强

了药库药材的管理
,

在数据量大
、

数据流动

频繁的情况下
,

保证了药材管理信息的及时

采集
、

准确处理和迅速反馈
,

使药材成本核

算从人工核算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
,

在医

院管理工作中
,

体现了较大的优越性
。

一是保证了各种信息的准确性
,

促进了

药材管理规范化
。

自医院实行成本 核 算 以

来
,

我院撤消了住院病人的供药单位一中心

药房
,

直接实施从药库到病区的发药程序
。

药械科需要按月对全院 个科室的药材费用

作出准确核算
,

作为科室管理的重要考核内

容
。

由于数据量大
,

数据流动频繁
,

人工核

算难 以保证准确
,

这 曾影响成本核算工作的

开展
。

系统应用后则有效地解决了 这 一 难

题
,

保证了医院成本核算的顺利开展
。

由于

严格了药材请领等制度
,

促进了药材管理 的

规范化
。

二是保证了信息反馈的及时性
,

促进了

药材使用的合理性
。

系统以菜单方式提示用

户进行查询
、

统计等任一工作
,

键入功能号

后
,

数秒或数分钟内
,

即可显示 或打印

结果
,

对全院 个科室一个月药材费用的核

算
,

十几分钟完成
。

由于信息反 馈 的 及 时

性
,

保证了医院药材的较好管理
。

三是增强了药材管理 的自动化水平
,

提

高了工作效率
。

医院撤消了中心药房
,

减少

了管理及核算层次
,

但也为药库账本的建立

增加 了困难
。

仓库的发放次数大大增加
,

按

照过去的记账方法难以完成
。

由于系统设计

不仅充分运用了计算机查找快
、

运算快的特

点
,

且充分采用记忆强
、

存储量大
、

自动化

处理的特点
,

在操纵使用
“药库

”

进行建库
、

入库
、

出库的同时
,

自动形成收

发登记的明细账本即
“
账 库

·

” ,

用户可一年一次更新该账本
,

仅保留其备份

软盘到规定年限
。

至此废除了药库沿用多年

的人工管理的六大账册
。

目前 《系统》尚在继续完善之中
。

我们

希望随着系统在实践中的改进提高
,

能够为

医院药材的科学管理作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