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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系统与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在特殊药品管理中的应用 
张晓庆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 23800) 
摘要:目的：探究特殊药品管理期间，以医院信息系统、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我院药品管理人员 25
例，以及特殊药品 200 例参与研究，以时间为节点分组，2021 年 1 月～12 月为对照组行常规管理，2022 年 1 月～12 月为研究组行医院信息系统、
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分析药品指标合格率、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等。结果：研究组药品指标合格率高于对照组药品指标合格率，P＜0.05。研究组
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以 HIS 与持续质量改进模式对特殊药品管理提升效果优异，能够强化药品管理水平，提高特殊
药品持续质量改进效果，值得临床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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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药品多指具有特殊性质或用途的药品，其在临床上有特殊的应用

场景、针对特定的疾病、疾病群体而设计，如罕见药物、生物制剂、高危
药品、进口药品等，此类药品通常由专业的药品研发机构或者制药公司生
产，并经过严格的药物监管部门审批和监管[1]。医院信息系统（HIS）多指
在医疗机构内部建立起的一套集成化、数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运用
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实现了医疗机构内部各种业务流程的
信息化管理与优化。持续质量改进（CQI）是一种管理方法，旨在不断提
高服务、流程的质量，强调通过不断的观察、分析、改进来实现质量的提
升，以满足临床的需求和期望。该模式的核心理念认为，质量管理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目标。强调持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改进，通
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找出问题和瓶颈，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实现可
持续发展、持续改进的目标。本文选取我院特殊药品 200 例，以及相关工
作人员 25 例，予以 HIS 与 CQI 干预，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0 例特殊药品，药品管理人员 25 例参与研究，以时间

为节点分组，管理人员男性人数 10 例，女性人数 15 例，年龄选取标准
22 岁～28 岁，均数年龄（25.12±0.58）岁。 

1.2 方法 
常规管理：工作人员结合科室内特殊药品管理规定，全面了解药品购

买渠道、存储要求、使用准则、供应和补给等。设立专门的存储区域，确
保特殊药品的储存环境符合要求。特殊药品的存储要求通常包括温度、湿
度和光照等方面。药品应分类存储，按照药品的特性、稳定性和易受损程
度等因素进行储存。自拟特殊药品的发放和使用制度，确保特殊药品的合
理使用和安全管理。发放特殊药品时应核对患者身份和病历，遵循严格的
审查流程，防止错误发放和滥用特殊药品，保障患者用药健康。 

医院信息系统、持续质量改进模式：（1）医院信息系统，在医院信
息中新建特殊药品管理功能，用于记录特殊药品的相关信息，包括药品
的名称、药品的特殊属性、药品的存储条件等。组建专门的小组来负责
特殊药品的管理工作，其中由药学部门、药品采购部门和医疗质量管理
部门的人员组成。制定特殊药品的管理制度，明确特殊药品的分类、使
用条件、存放要求、审批流程等，待经过医院行政部门的批准，并向全
院人员进行宣传、培训。将所有特殊药品的相关信息录入 HIS 中，同时，
对于不同类型的特殊药品，根据其特点设定相应的预警值，以便及时提
醒采购部门进行采购。HIS 应设置特殊药品审批流程，必须通过系统进
行审批后才能使用特殊药品，只有经过审批的医生或者护士才能获取特
殊药品的使用权。在 HIS 中建立特殊药品的追溯和使用记录。当特殊药
品被使用时，需要记录使用的药品数量、使用者、使用时间等相关信息，
有助于监控药品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HIS 应具备监控和预
警功能，可以监测特殊药品的库存情况、过期情况、使用情况等，及时
提醒相关人员进行补充或处理。定期对特殊药品管理情况进行审核，并
根据审核结果进行整改。这有助于不断改进和优化特殊药品的管理工
作。（2）持续质量改进，首先，需要明确特殊药品质量改进的目标，提
高特殊药品管理质量，组建 CQI 小组，由相关科室内工作人员组成。收
集和分析与特殊药品生产、质量控制、治疗效果相关的数据，通过数据
分析，发现潜在的问题，并根据临床存在问题，制定特殊药品质量改进
的具体计划，根据制定的改进计划，逐步实施改进措施。确保所有相关
部门、人员都了解并支持改进措施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适
当的培训和沟通，以确保改进措施的有效推行。建立监控、评估机制，
定期评估特殊药品质量改进的效果，由科室主任，以及质检人员不定期
进行抽检，对于临床存在问题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与相关部门和合作
伙伴保持密切合作，共同解决质量改进中的问题。特殊药品质量改进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积极鼓励员工提供改进建议，并积极倾听患者和医生
的反馈意见，以进一步推动质量改进的持续发展。 

1.3 评价指标 
1.3.1 药品指标合格率 
记录不同管理模式下特殊药品管理效果，记录基数管理、效期管理、

领药规范管理、储存管理等合格率。 
1.3.2 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 
科室主任以及相关质检人员定期/不定期进行药品管理质检，共计

四项指标（管理制度、管理效率、管理流程、安全维护），评分范围 0
分～100 分，得分越高管理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数据 SPSS25.0 分析，计数（%）表示，检测 X2 检验，统计资

料（ x ±s）表示，行 t 检验，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药品指标合格率对比 
研究组药品指标合格率高于对照组药品指标合格率，P＜0.05，详

情见表 1. 
表 1 两组药品指标合格率对比[n（%）] 

组别 n 基数管理 效期管理 领药规范管理 储存管理 
研究组 200 200（100.00） 198（99.00） 197（98.50） 199（99.50） 
对照组 200 195（97.50） 190（95.00） 189（94.50） 193（96.50） 
X2 值 - 5.0633 5.4983 4.7372 4.5918 
P 值 - 0.0244 0.0190 0.0295 0.0321 

2.2 两组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药品管理满意度，P＜

0.05，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药师对药品管理满意度对比[ x ±s，分] 

组别 n 管理制度 管理效率 管理流程 安全维护 
研究组 25 20.56±2.14 21.26±2.43 21.68±2.27 22.42±1.35 
对照组 25 16.68±1.98 16.29±1.87 17.12±1.56 18.75±1.36 

t 值 - 6.6541 8.1044 8.2777 9.5758 
P 值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 讨论 
特殊药品管理对于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高药品质量、促进医疗资源

合理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建立科学、规范、严格的特殊药品
管理制度，可以有效提升特殊药品的管理水平和患者的用药效果，为医疗
机构和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和服务[2]。HIS 是现代医疗机构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对于提高医院管理和医疗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同时，CQI 也是
医疗机构中重要的质量管理方法，针对特殊药品管理，将 HIS 与 CQI 相结
合可以提高特殊药品管理的准确性，通过电子记录和数据处理，HIS 可以
帮助医院实时监控特殊药品的库存情况、使用频率和患者需求，避免因为
信息不准确或滞后而导致的用药错误或库存不足的情况。HIS 还能够自动
生成药品使用报告和统计分析，为医院提供决策支持和持续改进的依据。
通过 HIS，医院可以追踪特殊药品的进货、配送、存储和使用情况，并记
录相关的信息，如生产批号、有效期等。一旦出现药品质量问题或患者药
物不良反应，医院可以快速追溯，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保障患者的用
药安全。结合 CQI 的方法可以进一步优化特殊药品管理[3]。CQI 强调持续改
进和团队合作，通过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发现问题、制定改进方案
并跟踪效果。运用 CQI 的方法来持续改进特殊药品管理，可以提高药品管
理的流程与效率，减少药品浪费和错误，提高患者用药的质量与安全。本
次研究，研究组药品指标合格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药师对药品
管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以 HIS、CQI 模式对于特殊药品管理效果显著，能提高
药品指标合格率，药品管理满意度等，值得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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