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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 进行衍生化
。

以不同浓度

精氨酸峰面积与丙氨酸峰面积之 比 ? 为纵坐标
,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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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白加 样 回 收 试验 精 密加 人处方量 的

/ ∃∗
,

0∃ ∃ ∗
,

0 ∃ ∗ 的精氨酸于空 白人纤维蛋 白原

中
,

照
“

%

”

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
,

衍生
,

测定

其含量
,

计算空白加样 回收率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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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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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衍生化反应为氨基酸与 ; <=> 在碱性条件下

的缩合反应
,

过量的 ; < >= 及反应副产物 的色谱峰

对测定无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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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化后样品在 ∋
一 /℃ )冰箱放置过夜

,

精

氨酸含量基本不变 Φ衍生化样品至少可稳定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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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流动相 !∃ ∗ 乙睛
一 ∃

%

∃! ∀ ∃ = ( 醋酸盐缓冲

液∋ ∃ Α / ∃ Α & ! Α ! Φ &∃ Α : ∃ )的 比例进行 了筛选
,

结

果以 !∃ ∗ 乙睛
一 ∃

%

∃! ∀ 5 = ( 酸酸 盐缓冲液 ∋&! Α

! )分离效果最理想
,

最后选定为本试验流动相
。

&
%

 本法分离效果
、

重现性
、

稳定性均好
,

专属性

强
,

可用于监控精氨酸的含量
。

参考文献
Α

Γ # Η 中国药典 的! 版 Γ ,」
%

二部
%

∃ ∃ ! Α ! / /
%

〔」 李 芳
,

史宵燕
%

,

 
一

二硝基苯衍生化法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

测定氨基酸中的应用研究〔Ι〕
%

色谱
,

0. .!
,

0& ∋& ) Α

∃∃
%

〔& 」 李 瑜
,

江 勇
,

李 爽
%

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发酵液中

(
一

精氨酸含量〔ΙΗ
%

工业微生物
,

仪域
,

&  ∋ & )
Α

&
%

收稿 日期 Α

∃∃ ! 一 0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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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Α 比较分析 ϑ >9 法和排序分析法在控制药品库存费用 方面 的差别和优劣

。

方法
Α 收集一个 0∃∃∃

张床位的教学医院 0 年的药品采购数据
,

分别用 ϑ> 9 法和排序分析法进行 处理
。

结果 Α 由 ϑ>9 分析法得到

该 医院 ∃ ∃ 年度库存药品的 ϑ 类
,

共 0 ! 个品种
,

占全部库存品种的 0: ∗ Φ库存量 :0 : 万个单位
,

占库存

总量的  
%

 0 ∗
,

金额
%

: ! . / 亿元
,

占全部库存额的 /∃
%

∃ ∗
。

由排序分析法得到库存药品 重点管理品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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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Α 排序 分析法克服了 ϑ >9 法在实际操作中的不足之处

,

有利于提高医院药品库存管理的效率

和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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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库存和供应管理是药房经营的首要任务
,

但

却始终面临着一对矛盾
,

药房必须不间断地为病人提

供充足的药品和相关服务
,

同时又必须避免库存费用

的过分增加
。

众所周知
,

库存分析的经典理论是 ϑ >9

分析法
。

该方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
“

投人与

价值相适应的管理力量
”
川

。

即我们应该对少数关键

的库存品种进行重点管理
,

而不必去关注那些不太重

要的品种
。

因为
,

库存药品存在这样一种分布规律
,

Λ5 ∗ 的库存品种 ∋ϑ 类 )约 占库存总费用 的 :∃ ∗
,

∃ ∗ 的库存品种 ∋> 类)约占库存总费用的 ∃ ∗
,

而

剩余的 :∃ ∗ 品种 ∋9 类 )却只占库存总费用的 0∃ ∗
。

但是
,

ϑ>9 分析法的特点在于库存药品中每个品种的

重要性仅由其年总费用的币值决定 〔’」
,

而年总费用是

单价与年购买量的乘积
,

这两者都对总费用的大小起

着决定作用
。

因此
,

在同属 ϑ 类或 9 类的库存药品

中
,

可能存在截然相反的情况
,

即一种药品可能是因

为其价格高而处于 ϑ 类
,

而另一种药品可能是因为年

购买量大但单价并不高而处于 ϑ 类
,

显然
,

这两种药

品都按 ϑ 类管理未必合适
。

为了克服 ϑ >9 分析法的

不足
,

美 国的 ; Μ2 2
教授提 出一种新 的库存分析方

法

—
排序分析法 Γ’#

。

这是一种在 ϑ >Τ 分析法基础

上进行改良的方法
。

本文系统地将这两种方法作一

比较
,

以期达到在保证及时提供临床用药需求的同

时
,

提高医院药房库存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

0 材料和方法

0
%

0 以一个 0∃∃∃ 张床位的三级甲等教学医院为样

本
,

收集药品器材总帐上登录的 ∃∃ 年全部药品采

购数据
,

包括药品名称
、

药品编码
、

规格
、

最小单位

∋如片
、

支
、

瓶 )
、

单价
、

采购数量和总额
。

0
%

ϑ >9 分析法的目的是将库存药品分为 ϑ
、

>
、

9

三类
,

以确定管理的重点 ϑ 类
,

一般管理的 > 类和

放松管理的 9 类
。

因此
,

按照 ϑ >9 分析法步骤
Α

将每次采购的单价与采购数量相乘
,

得到每一药品

的采购额
。

再将每一药品的采购额进行汇总
,

得到

每种药品的年库存总金额  依据药品总金额的大

小进行降序排列 ! 计算累积总金额
,

以及总金额的

累积百分数 ∀按照拟定的切割点 # 累积总金额 的

∃% & 为 ∋ 类
,

巧& 为 ( 类
,

%& 为 ) 类 ∗切割数据
,

形

成 ∋ 、 ( 、

) 三类
。

+
,

− 排序分析法的目的是将库存药品分为重点管

理和非重点管理两类
,

并对非重点管理类中用量较

少的品种进行综合分析
,

以确定哪些可 以从医院处

方集中剔除
,

哪些可以列人重点管理的范围
。

因此
,

按照排序分析法的步骤
.
将每次采购药品的单价

与采购数量相乘
,

得到每一药品的采购额
,

汇总采购

额
、

采购量
,

计算加权平均价格
,

得到每一药品的年

库存金额
、

年库存量和平均价格  依据年库存量的

大小进行主降序排列 再按库存金额和单价进行次

降序排列 计算库存量累计百分数
、

库存总额累计百

分数
、

单价累计百分数 ! 计算年库存量总和
、

年库

存总额
、

单价总和
,

然后
,

按照 以下公式计算收益递

减点 # / 0 12 3 04 5 16 12 178 1 2 9 :; 3< :2
, / = > ? ∗

,

≅Α > ? 库存

量
二 艺库存量Β 品种数

, ≅Α > ? 库存金额
Χ 艺库存金

额Β 品种数
, ≅Α > ? 单价

二 艺单价Β 品种数
。

在库存

量为主排序的一列上找到大于 ≅Α > ? 的最小值
,

以

该值为界
,

大于等于该值的为重点管理部分
,

小于该

值的为非重点管理部分
。

∀对于非重点管理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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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

如果它的库存金额大于 85 ; + 库存金额或者

它的单价大于 8Δ ; + 单价
,

则把它再返 回到重点管

理部分
。

Δ 对于按库存量排序的位于尾部的一些品

种进行综合分析
,

有的可 以从医院处方集中删除
,

有

的则可继续保留在库存中
。

Ε 结果与分析

Ε
,

+ 数据收集 的基 本情况 Ε= =Ε 年该院共库存
+ ΕΦ Γ种药品

,

通用名相同的不同厂家的产品为一种

药品
,

库存总额 −
,

ΓΓΗ Ι 亿元
,

最 小包装单位数

+
,

%ΓΓ − 亿个
。

Ε
,

Ε 两种 方法划分 重点管理 品种 的差 别 由于

∋ () 分析法划分 ∋ 、 ( 、

) 三类
,

排序分析法划分重

点
、

非重点两类
。

故本文主要 比较两种方法的重点

部分
。 ∋ () 分析法 得到 的 ∋ 类

,

只 占库存物品的

+Φ &
,

即只需对 Ε巧 个品种进行重点管理
,

但是
,

在

( 类和 ) 类中仍可能存在着需要严格管理的品种
。

排序分析法划分的重点管理品种包括 % +Ε 种
,

占全

部品种数的 Γ=
,

= &
,

占总金额的 Ι+
,

巧&
,

具有较大

的覆盖率 #见表 +∗
。

表 ϑ 对 ∋ () 分析法与排序分析法划分出重点管理品种的比较

项目
品种数 金额

∋() 分析法

排序分析法

#个 ∗

Ε +%

% +Ε

占总品种
百分数# & ∗ #亿元 ∗

Ε
,

Φ Η = =

− +Γ + Φ

占总金额
百分数 # & ∗

单位数
#个 ∗

占总单位
百分数 # & ∗

+Φ
,

=

ΓΚ
,

=

∃ =
,

= Η

Ι +
,

+%

Φ + ΗΗ ∃ ∃ −Γ

+−Ι == % Ε+Γ

ΓΗ

如

Ε
,

− 排序分析法对例外品种的处理 排序分析法

引人 了
“

收益递减 点
”

# / 0 1 2 3 04 5 16 12 1781 2 9 :; 3< 。
,

≅Α > ? ∗ 的概念
,

将库存药品分为重点管理部分和非

重点管理部分
。

所谓
“

收益递减
”

是指库存药品品

种每增加 +&
,

相应地花费库存总费用的百分比递

次下降
。

在重点管理部分
,

平均总金额累计百分比

大于平均品种累计百分比
。

在非重点管理部分
,

平

均总金额累计百分比小于平均品种累计百分比
。

处

于非重点管理部分的一些品种可能是干扰库存管理

效率的原因
,

排序分析法采用综合评价的方法
,

找出

这些品种
,

并作为例外品种处理
。

Ε
,

−
,

+ 第一类例外品种
。

是该院曾经使用过
,

但
Ε= =Ε 年没有采购的品种

。

由于收集的数据是 Ε==Ε

年全年的采购数据
,

所以
,

本文无法发现属于第一类

例外的品种
。

产生第一类例外品种的原因可能是该

品种因不 良反应撤出市场
,

或被新 的更有效的同类

品种替代
。

Ε
,

−
,

Ε 第二类例外品种
。

是帐本结余库存量为 Α

的品种
。

这表明这类品种的库存控制出现 了问题
。

如采购订货不及时
,

或者发放量过大
。

在本文研究

中没有发现库存量小于或等于 = 的药品
。

用途
。

或许该品种是平时较少用到的药品
,

必须留在

库中
,

如果这样的话
,

要注意防止该品种出现过期失

效
,

因此
,

必须定期检查
,

及时更换以保证医疗系统进

行紧急救治的需要
。

或许是需要淘汰的品种
。

表 Ε

所列 − 个品种是该医院药房在当年淘汰的品种
。

表 − 第四类例外品种

药品名称 数量 #单位 ∗

−=−=−=ΕΙΕ%Ε∃ΕΓΕ+Ε=Ε=Ε=铭+∃+Φ巧巧+Ε+Ε+Ε+Ε+++=+=+=:0Φ%ΗΓΓΕ

表 Ε 第三类例外品种

药品名称 总金额 #元 ∗ 数量 单价# 元 ∗

戊二醛试纸

磺胺嚓吮粉

水杨酸粉

−ΕΕ
,

= +

++%
,

= =

−Η
,

∃ =

−ΕΕ
,

= +

++%
,

=#∗
−Η

,

∃ =

Ε
,

−
,

− 第三类例外品种
。

是库存量为 + 的品种
。

单

独评价库存量为 ϑ 的品种具有管理诊断工具的实际

施荣露滴眼液 ★

西沙必利混悬剂 ★

复方紫草油

复方氯霉素粉 ★

鬼臼毒素溶液 ★

曲普瑞林注射剂★

硫酸钡胶浆

复方拘椽酸钾液

盐酸麻黄碱粉 ★

乳牙失 活剂 ★

碘解磷定注射液 ★

。
,

+& 醋酸洗必泰溶液
石肖酸银溶液 ★

巧& 福尔马林溶液

倍美力注射剂 Λ

多抗粉 ★

抗腹蛇毒血清针

复合 Μ 干扰素注射液★

复方碘仿油

复方金黄散软膏★

鲍氏液 ★

安易醒注射液★

压宁定注射液

−= & 硝酸银溶液 ★

卡他林眼液 ★

菲立磁注射液★

Ι 一 氨基酸注射液
锰福地毗三钠注射剂★

∋ 型肉毒毒素注射剂
三氯化铁配剂

吠喃西林粉 ★

金额 #元 ∗

+Ε% Φ

+Ε+%

Ι = Η

+《〕Γ Γ

ΕΗ Η =

% ΗΦ Ε%

−= % ΦΗ

ΕΗΓ Η

ΕΦ Ε=

−Η=

%Γ
,

Γ

−% 3

Ε∃ +
,

∃

Φ ∃ Ε=

+Ι %=

−Γ−
,

%

−Φ = ∃

−−ΕΓ

Φ = ∃

Η −
,

Η

∃ ΙΕ
,

Ι ∃

−Η −Η

Φ Φ =

−−∃
,

Η

ΕΗ%

+ΗΙ −−

∃ ∃
,

Ε

∃% = =

−= Γ=

ΕΓ−
,

Η

+∃ Γ

单价 # 元 ∗

Γ +
,

Ι

Γ=
,

%

−=
,

Ε

−
,

Η

Ι %

ΕΕΗ Ι

+ΕΦ Γ

+Ε
,

Η

+−Η

ϑ ∃

Ε
,

Φ Ε

+Ι
,

%

+%
,

Η % %Η

ΓΗ =

+−=

ΕΕ
,

Ι

−= Ι

ΕΦ Φ

% Ι

%
,

−

∃ +
,

+∃

−Η −
,

Η

Φ Φ

−−
,

∃ Η

ΕΗ
,

%

ΕΓ +Ι

+Γ
,

Φ

+Φ《〕#∗

ΦΗΑ
Η=

,

Ι

Ι Ε



Ι5 ΚΛ2 Μ# 5 Ν 8ΕΜ Λ###Μ3 3 Κ 143Μ# 8ΛΜ 3 143 3 Ο 5 #
%

 ∋≅) < 5
%

!

%

&
%

 第四类例外品种
。

是库存量相当小的品种
。

如年库存量只有
、

&
、

 个单位
,

或者只有十多个单

位
。

对这类品种需要根据专业知识仔细地予 以评

价
。

表 & 列 出了库存量在 &∃ 个单位以下的品种
。

例如
,

ϑ 型肉毒毒素注射剂库存量只有  个单位
,

因

为只有遇到肉毒杆菌中毒时
,

才需要使用这种药品
,

所以
,

尽管库存量很小
,

但是
,

必须保留在库存药品

中
。

但是
,

另一方面会有相当数量的品种由于药品

市场的竞争或新药的不断上市而被淘汰 ∋如表 & 中

标有 ★ 的品种 )
。

& 讨论与结论

ϑ > Τ 分析法可 以将库存药品 的少数重点品种

从多数一般的品种中分离出来
,

明确管理的重点
、

次

重点和非重点
。

其特点在于库存药品中每个品种的

重要性仅由其年总金额决定
,

处理时简单明了
,

但也

存在一定的缺点
。

首先
,

ϑ >9 法对于各类 的划分没

有提 出精确的建议
,

ϑ 类可 以是 :∃ ∗
,

也可 以是

/∃ ∗
,

操作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其次
,

ϑ >9 法不

能综合单价和数量对于库存的综合影响
,

对于 9 类

中某些库存量很少
,

但单价很高的品种无法列人重

点管理对象
,

对 ϑ 类中某些单价低
,

但库存量大的

品种没有排除出重点管理对象
。

第三
,

9 类药品中

品种数过于庞大
,

其中混杂着许多剩余
、

呆滞或淘

汰
、

报废的品种
,

不仅干扰正常的管理工作
,

而且
,

占

据了库存经费
、

空间和管理时间
。

排序分析法可 以说是对 ϑ >9 分析法 的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
。

一是排序分析法可 以消除 ϑ >9 法产

生的库存药品过于庞杂
、

混乱的状况 Φ二是可以发现

某些不该列入 ϑ 类或 9 类的品种
,

让它们回到本来

应处的位置上 Φ三是从数学处理上确定了更加可操

作的划分重点与非重点 的界点
,

而这界点本身是具

有实际意义的
,

因此
,

对于提高库存管理的效率和效

益更为有效
。

排序分析中的所谓例外品种实质上是非重点管

理库存药品中位于尾部的一些药品
。

这些药品由于

各种原因
,

表现 出库存量很小的特点
。

用第一
、

二
、

三
、

四类例外品种来表示
,

仅仅是一种形式
,

目的是

以此来区分其不同的原因
。

当然
,

把它们合在一起

也未尚不可
。

问题是在决定这些例外品种是否能仍

然留在库存中或保留在 医院处方集中
,

需要药师的

专业分析
。

排序分析只是提供了这种分析的条件
。

与 ϑ >9 分析法一样
,

排序分析法也主要 出于经

济因素的考虑
,

然而
,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

具有

不同于一般产品的特性
,

特别是某些急救药品
、

特殊

管理药品如麻醉药品
、

精神药品
、

医疗用毒性药品

等
,

因此
,

对于这些药品
,

完全按排序分析法来处理

也是不明智的
。

我们可以例外地将这些品种纳人到

重点管理部分
,

以保证药品管理符合法律法规的要

求
,

并切实符合于人民用药安全和有效的基本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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