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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在医院内药房管理中的效果分析 

赵晓双  孙成林 

吉林省榆树市中医院  吉林榆树  130400 

【摘  要】目的 探讨分析在医院内药房管理中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的作用。方法 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5 月期间在西药药房工作的 18 例药师为

研究对象，在这期间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获取相关的管理资料，另选取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 4 月期间的相关管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强化西药药房管

理措施。结果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对比，实施后低于实施前（P＜0.05）；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药房管理质量

对比，实施后优于实施前（P＜0.05）；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对比，实施后低于实施前（P＜0.05）。结论 在医院内药房

管理中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能够极大提高西药药房管理质量，切实避免发生差错问题，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防止发生医疗纠纷问题，促进医院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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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开展度患者的诊疗工作时，必然会涉及到药物的使用，合理

对患者用药，能够保障对其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更好的摆脱疾病的困扰。

药房也是医院的重要科室，将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健康发展。由于药房

直接负责对患者的药物治疗，与患者的用药疗效以及安全性有着直接的

关系，一旦出现任何差错问题，不仅会影响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还会对

医院的声誉和发展造成干扰。所以，这就需要做好对药房的管理工作，

使其更加完善，才可以更好的为患者服务[1]。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在

医院内药房管理中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的作用。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0 年 5 月到 2021 年 5 月期间在西药药房工作的 18 例药

师为研究对象，在这期间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获取相关的管理

资料，另选取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 4 月期间的相关管理资料进行对比。

18 例药师中，男性 7 例，女性 11 例；年龄 22 岁到 52 岁，平均（38.9±

6.5）岁；工作年限为 1 年到 20 年，平均（8.2±2.7）年。 

1.2 方法 

我院药房在 2020 年 5 月之前主要实施常规西药房管理措施，主要是

根据临床药师开具的处方，完成对药物的配置以及发放。2020 年 5 月后，

开始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具体内容为：首先，分析过去在药房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疏漏，并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尤其是要构

建科学的药品管理制度，对药房工作人员进行合理的约束，明确他们的

工作责任以及工作内容，才可以使其“各司其职”，更好的完成日常工作。

同时，重视对药品质量的检查工作，及时发现过期或者是受损的药物，

并进行更换[2]。需要安排专人负责对药品的整理以及检查工作，科学对药

品的位置进行摆放，优先使用生产日期较长的药物，从而避免发生药品

过期的问题[3]。特别是针对高价值或者是特殊药品，需要充分阅读说明书，

了解其保存条件与要求，科学对药品进行保存。其次，对药房工作人员

的工作水平以及专业技能进行定期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适

当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有效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考核不合

格者，需要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强化其工作能力。在完成培训后，

还需要进行再次考核，只有考核通过者，才可以恢复岗位工作。并且，

可以定期安排药房工作人员进行外出交流，进一步增强其业务水平，并

可以切实掌握相关的前沿知识。并且，可以提供药师参与临床工作的机

会，使他们可以对药物的临床应用情况有着正确的认识，这样就能够高

效的完成药房管理工作，从而可以提高其工作质量，最后，需要增强药

房的信息化水平，积极将互联网技术融入到药房管理工作之中。例如，

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统计每天的药品使用量、库存量，并了解各种药物的

生产日期、作用以及位置等，提高药房工作的效率。 

1.3 观察指标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统计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

况以及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同时，由患者对药房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进

行评分，分值为 0 分到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服务态度越好。并且，对

处方调剂质量进行评分，分值为 0 分到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调剂质量

越好[4]。 

1.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22.0 统软件中处理。 

2  结果 

2.1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

对比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对

比，实施后低于实施前（P＜0.05）。见表 1： 

表 1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sx  ） 

组别 n 平均每月医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件/月） 

实施前 18 1.2±0.3 

实施后 18 4.7±1.1 

t / 13.024 

P / 0.000 

2.2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药房管理质量对比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药房管理质量对比，实施后优于实

施前（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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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药房管理质量对比（ sx  ） 

组别 n 服务态度（分） 处方调剂（分） 

实施前 18 84.6±5.2 87.3±6.7 

实施后 18 95.4±4.9 98.2±1.0 

t / 6.413 6.827 

P / 0.000 0.000 

2.3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实施后低于实施前（P＜0.05）。见表 3： 

表 3  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sx  ） 

组别 n 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件/月） 

实施前 18 0.7±0.2 

实施后 18 3.4±0.5 

t / 21.272 

P / 0.000 

3  讨论 

西药药房作为医院的关键部门，主要是根据医嘱对患者发放药物，

并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将会直接关系到对患者的用药治疗效果，一旦出

现任何工作上的疏漏和问题，必然会对医院的整体形象造成影响[5]。所以，

为了保障医院的健康发展，就需要能够重视对药房的管理工作，提高对

患者的药物发放质量，切实降低用药风险。尤其是目前临床上主要是采

用西药对患者进行治疗，而西药在种类以及用途方面均比较广泛，这就

导致对西药的管理难度相对较高，很容易会发生差错问题[6-7]。针对这种

情况，就有必要强化西药房的管理工作，构建更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并

进行有效的落实，从而增强西药房的管理质量，才可以提供患者高质量

的药学服务。 

通过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能够对过去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改进其中的不足，这样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从而源头

上提高西药房的管理质量。尤其是可以构建更为完善的药品管理制度，

保证药房工作人员能够规范化的完成日常管理工作[8-9]。促使相关工作人

员可以更为重视药品的管理质量，及时对存在质量问题的药品进行更换，

这样既可以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性，还可以防止发生药品不良事件[10-11]。

为了可以更好的掌握药房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水平，定期对药房工作人

员进行考核，了解其具体的工作能力以及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将考核

结果与药房工作人员的薪酬相挂钩，这样就可以有效激发他们的工作热

情以及积极性。并提供药师进步与提高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到其他医疗

机构进行学习，更好的掌握相关的前沿知识。还可以结合考核结果，对

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促使药房工作人员可以更好的提高和完善自身，

使不符合工作要求者，可以经过培训更好的满足岗位需求[12-13]。并且，可

以促使药师加强临床实践，使其可以积极参与到临床诊疗活动之中，使

其能够与患者以及处方医师直接进行交流与沟通，并掌握患者的一手资

料，知晓用药后的治疗效果，及时调整对患者的用药方案，保证用药治

疗的效果。同时，现如今作为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将其用于药房的管理工作之中，也有着极为确切的作用。通

过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将可以更为高效的完成药物的管理工作，尤其是能

够更好的完成药物的查询工作，不再需要一个个的对药物进行查看，能够

极大的降低其工作强度。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信息技术的

作用，不仅需要对药房工作人员开展专业技能的培训，还需要进行信息化

的培训，使其能够更为熟练的使用信息技术，通过信息技术更好的完成日

常的药品管理工作，才可以显著提高其工作效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

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差错事件发生情况对比，实施后低

于实施前（P＜0.05）；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药房管理质量对比，

实施后优于实施前（P＜0.05）；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前、后的平均每月医

疗纠纷事件发生情况对比，实施后低于实施前（P＜0.05）。 

综上所述，在医院内药房管理中实施强化西药药房管理措施，能够

极大提高西药药房管理质量，切实避免发生差错问题，保障患者的用药

安全，防止发生医疗纠纷问题，促进医院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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