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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的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分析 
赵  骞 

(黔南州人民医院  558000) 

摘要：目的：探究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的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应用效果。方法：2020 年 1-12 月与 2021 年 1-12 月开展研究，分

别选择 300 份中药配方颗粒作为对照组与管理组，比较调配质量。结果：管理组中药配方颗粒调配差错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中，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可有效提升调配质量，该项管理模式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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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方颗粒由于不需要煎煮的优点，因此在临床中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基于中药配伍原则，将单味中药饮片，采取现代化的

制药工艺，利用机械化规模生产，得到其中的有效成分，煎煮后浓

缩为颗粒剂型，功效上可保留单味中药饮片的性味，具有稳定的临

床疗效。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大众对中医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提

升，当前需要致力于中药配方颗粒的质量管理，建立安全、有效的

质量管理体系，促使中药配方颗粒可持续性发展，未来走出国门迈

入国际化发展道路[1,2]。针对中药配方颗粒质量管理问题，需要应用

高效的质量管理方法，PDCA 循环管理方法可有效解决该问题。

PDCA 循环为戴明博士发明，该项理念最先应用于工业管理当中，

取得突出成效后被其他行业领域所应用，后续被应用于医疗管理领

域当中，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PDCA 循环被认为是一种先进的管

理模式，PDCA 循环遵从于科学理念，所制定的质量管理模式依据

时间轴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按照计划开展质量管理工作，在不断

实施循环后，促使被管理对象质量逐渐提升，不断缩小质量缺陷[3]。

基于此本文探究 PDCA 循环被应用于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

管理改进中的应用效果，分析见下文：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12 月，选择 300 份中药配方颗粒作为对照组；2021

年 1-12 月，选择 300 份中药配方颗粒作为管理组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质量管理模式，按照医院中药房质量管理制

度，对所有的中药配方颗粒进行调配，调配完成后检查后再发放给

患者，若发现调配差错，及时纠正，可结合岗位责任制进行质量管

理，采用奖惩制度进行人员管理。 

管理组则采取 PDCA 循环开展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工作，

按照 PDCA 的四个工作阶段开展质量管理： 

第一阶段（Plan）：开展该部分质量管理工作，首先收集现有的

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存在的问题，借助思维导图工具进行想法

展示，期间可应用根因分析法，分析造成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

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后运用思维导图制定不同改进方向的质量管

理措施，通过头脑风暴、根因分析法，找出当前对中药配方颗粒智

能化调配质量影响因素，包括管理制度、调配环境以及调配工作人

员，以这三个方向综合制定质量管理计划。 

第二阶段为实施（Do）：此时以第一工作阶段所制定的计划为

核心，所有参与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管理工作人员，围绕

该工作计划开展质量管理工作。首先，基于管理制度进行工作改进，

发现管理制度中对于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要求方面薄弱，

需要重新构建完善合理的质量管理制度，所有研究人员参与该项工

作，全体表决通过最新的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中药配方颗粒

智能化调配工作流程，从处方审核、药物配置、发药、复核各个工

作流程，均需要按照要求完成。其次，针对环境管理方面，则需要

对当前的中药调配环境进行规划改进，湿度、温度均要符合中药配

方颗粒调配要求，发现因潮湿而结块、变质药物时，及时作无害化

处理，同时注意调控环境参数，用以达到环境要求[4,5]。最后，调配

工作人员管理方面，其需要接受岗位培训与考核，采用岗位责任制、

职业道路规划的方法对调配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岗位责任制即奖惩

制度结合，实现职业激励，职业道路规划则可有效避免调配工作人

员职业倦怠，通过帮助其进行职业规划、提供职业发展机会，可促

使其减少职业倦怠，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至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

配工作当中。 

第三阶段为检查（Check）：在该工作阶段当中，对上一个工作

阶段所完成的工作质量管理成效进行检查，核查针对中药配方颗粒

智能化调配所制定的质量改进工作成效，比较第一工作阶段与第二

工作阶段之间的落差，判断第一工作阶段当中所及制定的中药配方

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改进计划是否落地实施，第二工作阶段当中是

否存在未完成的质量改进工作，记录第二工作阶段当中所发生的中

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缺陷问题，用于下一个工作阶段进行分

析。 

第四阶段为处理（Action）：在工作阶段当中，中药配方颗粒智

能化调配质量管理人员负责完成该项工作，根据第三工作阶段所收

集到的信息，完成对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持续改进，利用

第三工作阶段质量管理信息，得到第一工作阶段中制定管理质量计

划的缺陷，判断是系统质量问题还是人为质量问题，找出需要质量

管理计划改进的地方，当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管理下一个

PDCA 循环开始后，结合当前 PDCA 循环管理的经验开展现状分析

工作，并制定新的 PDCA 质量管理工作计划，以一个月为期限，不

断开展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 PDCA 循环管理，用以达到质量持

续提升目的。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和普通管

理模式下的调配差错率，以调配差错率作为依据，判断管理模式优

劣，调配差错率越低则表明相应管理模式越优异[6.7]。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4.0 分析数据，P 低于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表 1，管理组中药配方颗粒调配差错率更低，差异显著，（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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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药配方颗粒调配差错率[(n)%] 

组别 颗粒装量差错（%） 忘记放置药盒（%） 加药错误（%） 标签粘贴错误（%） 发放药差错（%） 

管理组（n=300） 0.33（1/300） 0.33（1/300） 0.00（0/300） 0.00（0/300） 0.00（0/300） 

对照组（n=300） 3.67（11/300） 1.67（5/300） 1.00（3/300） 0.67（2/300） 1.00（3/300） 

X2 值 9.7156 9.2169 8.9705 8.9217 8.9562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3.讨论 

中药配方颗粒与传统中药汤剂相比，在质量和功效方面差异不

大，但是其进行工艺改善，因此中药配方颗粒的便携性大幅度提升，

有利于中药事业的发展。中药配方颗粒在工业化制备时，以传统中

药汤剂作为参照物，选择优质的中药饮片作为溶质，应用水作为溶

媒提取有效成分，所得到的浓缩颗粒保留中药饮片功效，同时在饮

用方面更为便利，不需要长时间煎煮，只需要使用温水冲服即可[8,9]。

中药配方颗粒可有效解决中药饮片品质不一问题，当前中药饮片中

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均为中药饮片常见问题，导致中药汤剂的功

效受到影响，患者饮用有质量问题的饮片汤剂，也会加重健康问题
[10]。针对中药饮片发展的局限性，应用中药配方颗粒可有效解决该

问题，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采用了信息化技术，中药医师所

开出的电子处方信息，可直接经过电子系统传输至药房，因此可大

幅节约人力物力[11,12]。 

当前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工作仍存在质量改进空间，因此

选择科学、高效的质量管理办法属于首要工作。PDCA 循环管理模

式具备极强的适应性，对于成本、质量管理均可起到较好的提升作

用。PDCA 循环被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计划（Plan）：该部

分工作内容，需要实现对被管理对象的现状分析，了解当前质量根

本问题，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改进计划。第二部分为实施（Do）：

根据上一个工作步骤当中所及指定的工作计划，由参与质量管理的

工作人员负责落实计划。第三部分为检查（Check）：该步骤当中，

质量管理工作人员负责对所管理对象进行质量检查，评估第一步骤

当中制定质量改进计划所实施的效果，是否有未完成的部分，详细

记录所有的计划实施后的质量管理成果。第四部分为处理（Action）：

在该步骤当中，质量管理工作人员仍需要参与，对第三工作步骤当

中的管理质量工作检查结果进行分析，深入研究质量管理计划实施

后的缺陷和不足，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下一个 PDCA 循环开始

时，将其整合至第一个工作步骤当中，实现戴明循环的质量持续提

升。本文当中开展对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管理，应用 PDCA

循环管理，遵从以上三个模式开展质量管理工作。 

本文研究，比较常规质量管理模式下与 PDCA 循环管理模式下

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管理效果，发现 PDCA 循环管理模式

在提升管理方面更具有优势，这与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管理质量

工作设计的先进性、科学性有关，由于系统工作质量缺陷的存在，

一次质量改进无法对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起到根本的零

缺陷管理效果，因此引入 PDCA 循环管理模式，以零缺陷管理为目

标，不断开展 PDCA 循环，达到持续减少质量管理缺陷的效果，不

断趋近于零缺陷质量管理目标，用以实现可持续化的中药配方颗粒

智能化调配质量改进。本文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 PDCA 循

环管理实施工作中，注重对调配工作人员的质量改进，工作人员为

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常规管理模式下采

取岗位责任制，对质量改进应用效果有限，与该种管理制度缺乏对

工作人员激励有关，仅采取物质奖励无法起到有效激励作用，因此

在 PDCA 循环管理中，应用职业道路规划的方法，帮助工作人员厘

清职业发展方向，对当前的职业发展道路有更加清晰的目标，因此

在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工作当中可发挥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因

此最终取得的质量管理工作提升效果较好，同时工作人员对职业的

满意度提升[13]。 

综上所述，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工作质量改进，在引入

PDCA 质量管理模式后，调配工作质量实现大幅度提升，表明该种

管理方法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建议规模化推广和应用该种质量管

理办法，可用于解决中药配方颗粒智能化调配工作的质量管理问

题，对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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