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预防医学研究 (2)2020,2

ISSN:2705-0440(Print); 2705-0459 (Online)

神经外科 ICU 自动化智能药柜的建立与应用	
赵春琴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贵州  铜仁  5541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神经外科建立与应用 ICU 自动化智能药柜的相关方法。方法：对医院神经外科 ICU 相关药柜
的构成情况、工作模式进行分析，将其对位研究组，将传统基数药品管理模式作为对照组，将护士药物取用用时与
对于相关工作模式的满意度进行对比。在研究过程中，选取 20 名护士对上述两组管理模式进行实践，并进行数据计
算。结果：相关数据表明，研究组有效实现了基数药品闭环管理流程的建设，在遵医嘱取药用时与执行用时方面，
研究组均短于对照组；在护士应用满意度方面，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在用药差错率方面，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对于
数据差异，以 P ＜ 0.05，证明其在统计学中存在价值。结论：在神经外科 ICU 日常医疗工作中，通过自动化智能药
柜的建立与合理应用，有利于实现药物管理与使用水平的提升，对于信息化药品管理模式的合理构建具有积极的意
义与价值，值得进行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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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通过自动化智能药柜（Automated	

Dispensing	 Cabinets，ADCs）的合理应用，有利于实

现药物使用流程的闭环管理，从而合理保障药物管理与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实现相关药物的准确调配，有利

于护士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本次研究针对

ADCs 建立与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现将相关内容整理

如下。

1 ADCs 概述

1.1 ADCs结构

ADCs 主要位于病区治疗室内，设备由美国 DIH	

Technologies 公司生产，设备型号为 i-Med	600	M。从

结构上看，设备主要由主柜、辅助柜以及带锁智能冰箱

组成，相关系统与医院管理系统直接相连。其中，主柜

包括 18 个安全药盒，每个药盒都带有独立锁；24 个感

应药盒，每个药物配合自动感应系统；48个引导药盒，

用于对相关药物进行引导。在辅助柜中，有智能抽屉药

架 8个。冰箱里有智能温度监测系统与冰箱锁。

1.2 ADCs 工作流程

1.2.1	确立基数药品种类与数量

对医院神经外科医嘱记录进行汇总整理，从而有

效对相关药物的使用频率进行记录与分析。以便实现药

品使用清单的制作。制作完毕后，由主治医生与护士长

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最后选取 50 种常用药物进行管

理。药品种类包括血管活动药物、退热药物、抗生素、

扩容药物、脱水药物、镇静药物、止痛药物、抗凝药物、

雾化吸入药物以及抗血小板药物等。针对上述药物，由

医疗人员依据其使用情况对 4d 用量进行计算，保障每

周进行 2次药物补全工作。在运行过程中，护士应依据

相关药物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适当的调节。

1.2.2	智能柜药物货位设置

在货位设置问题上，除口服药外，其他药品应依

据其性质、取用情况、贮存需要以及体积等标准进行相

应的设置工作。在此过程中，对于高风险药品，应做好

相关标识的制作并单独存在在带锁药盒内；口服药物放

置在感应药盒中；常用药品放置在引导药盒中；大包装

以及基数数量大的药盒应放在辅助柜的药架上；对于温

度具有特殊要求的药品需放置在冰箱中。

1.2.3	相关药品取用流程

在药物取用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闭环管

理原则进行设计，确保每个环节均可以进行追溯，以便

实现患者用药正确性与安全性的合理保障。在此过程中，

由医疗人员进行医嘱的开具，护士审核后可以将其生成

标签并使用 ADCs 系统对药物的相关信息与使用情况进

行合理确定。通过扫描标签，可以有效实现取药，并有

效开展配置工作。在执行中，通过对标签条码进行扫描，

可以有效实现患者身份的核对。

1.2.4	药品管理工作

对于相关药品的管理主要包括补充、基数管理、

质量管理以及库存管理等四个方面。其中，药品补充主

要指定期对相关药品的数量进行增补，从而满足使用需

求；基础管理主要指依据药物使用情况对药柜内药物进

行合理管理，从而避免药柜空间的大量无效占用；质量

管理主要指对相关内容进行核对；库存管理主要指对仓

库内的相关药品数量进行管控。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将神经外科 ICU 常规药物

管理与智能柜管理进行对比分析，涉及的评价指标主要

包括护士遵医嘱取药用时与执行用时、护士应用满意

度以及用药差错率。其中，满意度采用自制量表调查，

涉及内容包括是否有效节约药物处置实践与降低取药次

数，依据护士态度，可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

用药差错主要包括药物使用错误、药物品种措施、取药



18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预防医学研究 (2)2020,2
ISSN:2705-0440(Print); 2705-0459 (Online)

数量错误以及药物有效期超限。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 SPSS22.0 统计软件对

信息进行计算处理，其中，使用（x±s）表示计量资料，

对其行 t检验，使用 %表示计数资料，对其行χ2 检验，

对于数据差异，以 P＜ 0.05，证明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士遵医嘱取药用时与执行用时对比

在护士遵医嘱取药用时与执行用时方面，研究组

均短于对照组，对于数据差异，以 P ＜ 0.05，证明其

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见表 1。

表 1	护士遵医嘱取药用时与执行用时

组别 n
遵医嘱取药用时

（min/ 次）

执行用时

（min/ 次）

研究组 20 5.78±0.52 10.21±1.03

对照组 20 18.59±1.25 27.55±2.71

t - 12.025 10.255

P - ＜ 0.05 ＜ 0.05

2.2 护士应用满意度对比

在应用满意度方面，研究组高于对照组，对于数

据差异，以 P ＜ 0.05，证明其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

见表 2。

表 2	护士应用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20 15 5 0 100.00

对照组 20 7 10 3 85.00

χ2 - - - - 11.207

P - - - - ＜ 0.05

2.3 用药差错率对比

在用药差错率方面，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对于数

据差异，以 P ＜ 0.05，证明其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

见表 3。

表 3	用药差错率

组别 n 药物使用错误 药物品种措施
取药数量错

误

药物有效期超

限
差错率（%）

研究组 20 0 0 0 1 5.00

对照组 20 1 1 2 2 30.00

χ2 - - - - - 12.365

P - - - - - ＜ 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医疗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与深化，

有效增强药物使用与管理工作水平已经成为医疗人员关

注的重点问题。其中，作为重要的科室之一，神经外科

涉及的治疗药物种类相对较为复杂，且多种药物在外观

与品名等内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不利于药物管

理质量的有效提升，同时造成了药物错误使用情况的出

现，从而不利于患者治疗质量的合理提升与保障。基于

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提出了 ADCs 的构想。总的来看，

该设备主要用于对药物进行存储与合理管控，同时对药

品的使用与发放情况进行全面的管控与追踪。

本次研究表明，与传统药物管理方法相比，通过

ADCs的应用，有利于实现药物管理质量的提升与优化。

综上，在神经外科 ICU 日常医疗工作中，为了实

现药物管理与使用水平的提升，应积极做好自动化智能

药柜的建立与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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