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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如康泰克
,

仅适用于 感冒的初期
,

但 有

的处方用药天数超过
,

表明临床对

该药的滥用
,

实属不合理用药
。

本 文 绝 大 部 分 的 处 方 为 单 独 用 药

 !
,

说明我院的解热镇痛消炎药在用

药上基本合理
。

联合用药中
,

有 张处方为

两种非幽体消炎药合用
,

由于非 街体消炎药

均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
,

有的对肝
、

肾功能还

有损害
,

所以合用时应注意观察病人 的胃肠

道等不 良反应的发生 有 张 处方为帕尔

克
,

康泰克
、

克感敏两两合用
,

因这 种药有

其各自的用药特点
,

帕尔克适用于感 冒各期
,

康泰克用感 冒的初期
,

且它们的组份有部份

相同
,

因此 医生处方时
,

应避免重复开药
,

并

告诉病人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药物
,

以免重叠

使用
。

本次调查中还发现 张克感敏与扑尔

敏合用的错误处方
,

因此医生也应了解复方

制剂组份
,

避免使用相同的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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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药品在医院流通的各个环节
,

从调剂室
、

药库
、

制剂室
、

药检室等不同部门概括了 目前国

内使用药品计算机管理的情况
,

对药品计算机管理系统在有关科室的作用和特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总结

分析了当前国内药品计算机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以期促进我国医院的计算机的应用
,

提高药局管理

水平
。

关键词 药品 计算机管理 软件 信 么编码

七十年代后期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

计算机开始进入医院药学领域并且应用愈来

愈广
。

年有关部门曾对江苏省卫生医疗

系统县以上的 多个 医疗单位进行了抽样

调查
,

已装备计算机的只有 多个单位
,

装

机量 多台
,

占
。

到 年底
,

被调查的

个单位中共有 装备 和应用计算

机  
。

在中心医院以上的部队医院
,

基本上每

个药剂科都配备了计算机
。

管理内容涉及到

药品管理
、

药事管理
、

信息管理
、

药学情报等

许多方面  
。

药品从进入医院到发给病人的整个过程

中
,

必然要产生数量和金额的改变
。

药品在流

通过程中产生的信息量大
,

周转层次多
,

依靠

传统的手工统计既费时费力
,

又难免错漏
,

大

量的原始资料没有充分利用
。

难以从 日常管

理中获得全面
、

集中的信息反馈
,

影响管理水

平的提高
。

利用计算机进行药品管理不仅省

时省力
,

迅速准确
,

更重要的是能对大量信息

进行汇总
,

加工处理
,

把充分利用信息资源扩

大到药品流通各环节中
,

发挥系统管理作用
,

为决策者提供全面
、

系统的药品信息闭
。

药品

管理是药局计算机系统 中应用最广泛
、

最为

复杂的一个系统
,

它全面覆盖了医院药剂管

理的所有环节
,

涉及到门诊药房
、

住院药房
、

药库
、

药检
、

制剂等单位
。

能够及时
、

准确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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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规范地 实现药 品信息的采集
、

加工和处

理
。

一个好的药品管理系统不仅是医院药局

管理的 一个支持系统
,

还是一个监督管理系

统
。

既要反映药品的使用情况
,

又要对药品的

使用进 行监督
,

对药品 消耗作 出分 析
、

预

测
‘

· 。

一
、

药品信息的编码

计算机药品管理系统中
,

首先遇到的是

药品编码问题
。

由于药品汉字信息的特殊性
,

不能适应于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处理
,

必须将

具体药品转化为计算机能认别
,

便于处理的

代码符号
。

药品信息编码要求

一 统一性 药品代码应在一定范围内

予以统一
,

以便于药品信息实现计算机通讯

网络的信息传递和信息交换
,

使不同用户的

信息资源得以共享
。

二 唯一性 每一种药品的不同规格都

应当有 不同药品编码
,

决不允许药品编码的

多义性
。

三 实用性 药品编码应 以药品的特点

进行分类
,

代码在直观上应能反映出药品的

性质
,

如药理作用
、

剂型
、

规格等
,

以便于使用

者记忆
。

四 简明性 代码符号应当简单明了
,

码长不 宜过大
,

过长的代码将使操作时的出

错率增加
,

占用的存贮容量增大
,

并使得计算

机在检索中所用的时间过长
。

五 稳定性 编码原则和结构应长期保

持稳定
,

要充分考虑编码的扩展性
,

使编码不

会因新药品种的增加而受到影 响 
。

国 内 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药品编码
,

各单

位在开发研究药品管理系统中采用了不同的

编码方法
,

主要有数字型
、

字母型
、

混合型等

三大类
。

从使用者的反映来看汉语拼音具有

联想功能
,

容 易记忆
,

能 为 多 数用 户所接

受  
。

解放军 医院采用五步分类法按药

物的剂 型
、

药理 作用
、

药品名称和规格进行

位编码
,

使用 了字母和数字相 间的方式
,

具有便于记忆
、

成码量大
,

编码效率高的优

点
,

是 目前较成熟的一种编码方法 
。

二
、

计算机在门诊药房的应用

在门诊药房计算机能完成药品查询
、

处

方录 入
、

用药分析
、

处方质量监督
、

自动发药

等工作
。

一 药品查询 根据药品编码可建立
“

药品信息
”

数据库
,

数据库中包含了药品的

中
、

英文名称
、

代码
、

剂量
、

规格
、

剂型
、

价格等

内容
。

可用药名
、

代码
、

药理作用等关键词随

时进行查询
,

查询内容包括药品规格
、

用途
、

常用量
、

极量及注意事项
,

查询结果可在

秒内得到
,

能取代简明药物手册
。

信息库预留

扩充容量为 种
,

可随时输入新的信息
,

还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

增删  
’。

·

”

二 药品划价 处方药品的划价可以在

处方 录入的同时完成
,

每输入处方上的一种

药品后
,

选择正确的剂型
、

规格
,

即可显示药

品的单位与单价
,

再输入该药的数量
,

计算机

自动完成金额计算并进行累加
。

具有快速
、

准

确的优点
,

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工作人员死记

各种药品的价格
,

减轻了工作负担  〕
。

三 用药分析与查询 根据每日输入计

算机的处方
,

可完成药品的统计
、

汇总
、

账务

处 理
、

有关报表
、

单据的输 出和 打印等功

能 〕
。

统计每天
、

每月
、

季度
、

年度的药品出

入结余情况
,

还可按照药品种类
、

金额
、

处方

科室等项 目打印各种报表
,

改善了以前费时

费力的药房盘点工作 沈阳军区总医院利

用微机对调剂处方进行管理
,

并与住院病人

消费管理系统配合
,

掌握了临床各科室的用

药规律
、

经费及药品管理情况
,

从根本上解决

了以前药品出库后就无法控制
,

流失严重的

现象
,

仅此每年即可节约开支近万元’〕
。

四 处方质量监着 在药品相互作用软

件的支持下
,

药房还能对输入计算机的处方

进行用药合理性分析 在处方录入的同时即

可对不合理用药提出普告
,

保证了合理用药
,

提高了用药水平 〕
。

采用药品分析模块
,

综

合评估处方用药及药品使用频度
,

可对医生



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水平进行评价
,

为处方合

格率
、

辩证论治优良率提供各种数据
,

便于药

剂科进一步做好临床用药指导工作  
。

五 自动 发 药 成都军 区 总 医院于

年研制开发了
一

型 自动发药机
,

该

机能在计算机的控制下自动将输入的处方药

物经机械装置送往窗 口
,

并用语音提示病人

按号取药  〕
。

自动发药机还能识别专门设计

的信息位机读处方
,

实现了协定处方的自动

录入与药品发放
。

自动发药机的出现减轻了

司药人员的工作量
,

提高了发药速度
、

保证了

发药的准确性
’〕

。

北京军区总 医院也在门诊药房设置了

台自动发药机
,

在 年多的实践中证明能在

药房的调剂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

。

三
、

药库的管理

药库是医院药品管理中的另一个重要环

节
,

也是医院 内药品流通量最大的部门
。

担负

着药品的采购
、

储存
、

发放等工作
,

同时药库

也是药局 中资金流动最多的单位
。

目前国内

各医院开发的计算机管理软件都把库房管理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在药库可 以

使用计算机对药品的出入库
、

药 品储存
、

药品

消耗分析
、

经费合理计划进行全面管理
。

一 药品 出
、

入库管理 将中
、

西药出入

库的名称
、

数量
、

规格及单价等项 目按照提示

进行输入
,

输入方式采用全屏幕编辑
,

使某一

药材的各项 内容一次显示在屏幕上
。

程序 自

动进行数据的统计汇总
,

显示或打印出
、

入库

的药品总量和总金额并能显示现有库存量
,

若药材库存量为零
,

屏幕会作出提示 
·
, “,

二 药品库存管理 系统可以设置十多

种查询方式
,

可按药品的名称
、

代码
、

批号
、

效

期
、

日期
、

收支单位等单一或复合条件查询药

品的库存情况
,

系统能自动进行剂量换算
、

价

格换算
、

单位换算等
,

能随时显示药库中全部

药品及单个药品的收支结余情况及金额
。

为

及时修正药材信息
,

系统设置 了数据库维 护

功能
,

以随时方便地修改
、

增删药品的种类
、

价格等有关信息
,

或定期备份 以制备账本副

本和更新
“

账库
” ,

为变动频繁的药材价格等

的修改提供了极大方便
。

系统还能对药材效

期进行监测
,

对过期
、

近期药品提出警告
,

以

便及时处理避免药材浪费 
,
‘幻

。

三 药品消耗分析及预测 根据库存药

品的消耗情况还可对一段时间内医院的药品

使用情况的变化
,

结合 分析法等模型对

药品库进行优化
,

保证常用药品的供给
。

结合

医院的疾病谱
,

还能掌握各种疾病治疗药物

的变迁
,

以及时地 引入新药
,

淘汰过时的品

种
‘

,
‘, 〕

。

四 经 费预测 随着系统的应用
,

提供

了各阶段的药材经费使用信息
。

在历史观测

值的基础上采用一元 回归分析法
、

移动平均

数法
、

平滑指数法等数学模型便可对以后的

用药趋势进行预测
。

构造出预测模型
,

选取拟

合度最大者对未来数据进行预测
,

以用来计

划合理购进药品
、

分配经费 
·

”〕
。

四
、

制剂管理

制剂工作涉及原料药的购入和检验
、

工

艺流程的质量标准
、

产品的质量控制等多个

环节
。

在医院制剂生产中引入计算机管理对

于严格按照 标准
,

保证制剂质量
,

有着

重要作用
。

沈阳军区总医院药局用微机对制

剂室每月制剂 品种
、

产量
、

产值
、

利润等方面

统计
,

并与调价系统联合管理
。

对本院制剂能

力与经济收益都有了较准确的估计
,

通过对

预计收入和实际收入的 比较
,

及时地掌握制

剂室的生产状况和资金的回收情况
,

使药费

收支合理
,

更好地保障了为临床服务’〕
。

在

制剂的生产过程 中
,

可根据需要将产品工艺

流程
、

质量标准
、

定性定量标准都输入计算

机
,

完成各种数据的换算
,

药品制剂有关信息

的存储
、

查询
。

完成原料及制剂药品的统计汇

总
、

存储管理等
,

在制剂室原料购入
、

生产控

制
、

制剂质量监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

五
、

计算机在医院药检工作中的应用

医院药品制剂的质量检验是一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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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
,

它要以中国药典为依据
,

得出可靠的

质量评价
。

在药检工作中计算机主要用于分

析仪器 的控制
,

常规化学滴定操作的 自动控

制
,

药检数据的存贮与处理
,

药学文献检索以

及计算机辅助的各种药物分析方法等方面
。

覆盖了从输入检验数据到打印检验结果各个

步骤
,

使药品质量检验数据处理系列化
、

规范

化
。

用计算机对大量的检验数据进行数理统

计
,

使用各种数理统计程序包
、

药物分析应用

软件
、

计算机辅助药物分析法在各级医院药

检部门中已相当广泛
‘’

·

’ 〕
。

解放军 部队医院开发的药品检验

管理 系统设立了检 品标准管理
、

药检报告管

理
、

检品编码管理
、

综合数据查询
、

质量统计

分析
、

系统维护管理
、

新版药典管理共七个模

块
。

根据中国药典的规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

编码系统
,

能 自动将检测结果与药典规定相

比较并 自动生成结论
。

可通过各项数据按多

种条件组合查询检品数据
、

档案数据以及药

典标准数据
。

自动完成对原始检测数据的综

合利用和分析
,

为用户提供某厂某种药品质

量跟踪分析
、

某厂所有药品质量综合分析
、

汇

总分析当年及历年不合格检品的质量情况及

检验数据
。

对药品检验管理的全过程以及各

个环节的状况随时做到定量掌握
,

并可根据

用户的需要随时进行检索和统计分析
,

使各

种数据成为制定方案
、

研究检品质量和进行

决策的依据
。

使药检管理工作从定性走向定

量
。

采用计算机管理后工效 比人工提高近

倍
,

报告书写格式标准
、

规范
,

并可重复打 印

多份
,

把药检人员从复杂 的手工作业中解脱

出来 〕
。

国内实行医院药学计算机管理 已有近十

年历史
,

药品管理作为药局计算机的一个重

点
,

已经 比较普及
,

取得了不少成绩
,

但也存

在着一些间题

设备落后
,

利用率低
。

多数医院主要

使用
、 、

及 其 兼容

机
,

这类机器 占装机量的
。

计算机档

 

次低
、

更新慢
,

无法应用较新的大型数据库系

统和网络软件
。

对 巧 个项 目的调查表明
,

多

数计 算机 使 用 率 较 低
,

平均 日开 机 仅 为
·

, 。

缺乏既 了解药学专业知识又懂得计

算机专门知识和计算机应用的
“

复合
”

型人

材
。

影响了高层次应用软件的开发和医院计

算机管理系统结构的分析  〕
。

目前尚未建立起一个全国统 一的药

品信息编码系统
。

各单位在开发应用软件时

都独立采用了不同的药品编码
。

使得不同医

院开发的软件不能共享
,

造成了软件的重复

研制
,

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
,

而且也妨碍了药

品信息的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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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自费药房处方管理系统
桂建军 史俊义

(解放军第 266 医院 承德 067000)

随着计算机在 医院管理中的不断普及和

深化
,

我们经过一年时间
,

将我院自费药房处

方管理系统纳入了微机管理
.

我院的 自费药房面向全院门诊及住院地

方病人的药品供应
,

每天处方量 200 多张
,

总

金额 1 万多元
,

药品种类 500 余种
,

人员少
,

工作量大
。

各种登统计
、

处方划价均 由人工完

成
,

准确率低
;
对 自费药房只进行金额控制

,

没有品种数量逐 日消耗帐
,

亦造成药品的流

失
;
针对自费药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

我们

利用 F
ox
Ba
se+ 数据库语言

,

在 G W 386/33C

计算机上研制了一套自费药房处方管理系统

程序
。

本系统包括药品的请领入库
、

处方录入

打印
、

日月结
、

药品调价
、

修改
、

调换
、

转帐
、

查

询及打印各种报表等功能
,

各种登统计及上

报月表等均能从微机显示或打印出
,

减轻 了

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

收费处凭微机打印出

的处方副本进行收费
,

避免了人工划价造成

的人为差错
,

划价准确率达 10 0%
;
对自费药

房实行金额
、

数量双重控制
,

药房领导定期抽

查微机结存数与实物库存数
,

提高了工作人

员的责任心和药品的帐物相符率
,

堵塞了药

品流失的漏洞
;
本系统设有科室医生花名册

,

可随时查询某科室医生的处方情况
,

取代了

原来所有 的人工计算和统计
,

明显地提高了

工作时效
,

就拿统计当天处方总金额来说
,

人

工计算需 1一 1
.
5h

,

而 进 入微机 只需 l一

sm in 即可完成
;系统查询功能较强

,

可随时

查阅某品种的收入
、

支出及库存等情况
,

使工

作人员能及时了解本药房的全面情况
,

并做

到心中有数
。

本系统是针对本院的具体问题而设计

的
,

所以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

但为今后药房微

机联网及全药房的宏观控制创造了条件
。

处

方纳入微机管理
,

目前在中小型医院应用的

还 比较少
,

通过 1年多的试行
,

我们感到
,

要

想使药房管理更加合理规范
,

堵塞漏洞
,

提高

工作效率
,

减轻工作人员劳动负荷
,

必须要充

分利用计算机在管理中体现出的优势
,

加快

计算机在各行业的开发和应用
,

使医院药房

管理和全院管理更具有科学性
,

不落伍于迅

猛发展的科技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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