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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警示药品管理问题与对策探讨 
王鸣凯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院药剂科  江苏南通  226001） 

摘要：目的：探讨高警示药品管理的有效措施，科学合理地规避高警示药品的高风险性，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方法：通过对 2022 年 6 月

至 2022 年 12 月间，对本院药剂科高警示药品管理工作的 6 名药师进行工作监督与调查，回顾性分析高警示药品管理在目录筛选、操作流

程、知识培训、制度制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予以探讨。结果：从及时更新高警示药品目录、优化储存方法、固定人员统一管理、严格

执行查对制度、加强宣教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着手，切实加强高警示药品的管理。结论：针对在我院管理高警示药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予以

分析和解决，完善了高警示药品的管理制度，提高了管理质量，有效防止高警示药品在使用中的错误，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提高用药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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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管理是用药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警示药品管理是药

品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高警示药品就是曾经的高危药品，美国药

品安全使用协会将其定义为：“错误使用下会对患者健康造成严重

损害的药品”。一般高警示药品有较强的应用疗效，且起效快，使

用不当下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美国药品安全使用协会对高警示药

品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要求，但由于高警示药品这一概念来到国内

的时间较短，加之药学人员认知有限，在实际管理上往往存在各种

问题。若临床对于高警示药品的管理认识不足、管理手段匮乏，就

会提高高警示药品的误用风险。下文就高警示药品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总结，针对高警示药品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思考应

对之策并进行改进，使本院高警示药品管理得到进一步提升。详情

见下。 

1 调查发现 

通过对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间，对本院药剂科高警示

药品管理工作的 6 名药师进行工作监督与调查，统计在高警示药品

管理工作上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具体见下表 1。 

表 1 我院高警示药品管理问题 

序号 问题 支持率（%，n=10） 

1 高警示药品目录更新不及时 90% 

2 高警示药品混放 40% 

3 高警示药品标识、标签不统一 50% 

4 高警示药品缺乏固定人员管理 80% 

5 高警示药品查对不严 50% 

6 高警示药品对患宣教不力 40% 

2 高警示药品管理问题 

2.1 高警示药品目录更新不及时 

编制药品目录，是医院开展药品精细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换言

之，若医院的药品目录编制不建全，就会对药剂人员的药品管理工

作造成一定误导，一些需要特殊管理的药物，因不在特殊药品管理

目录中，会导致管理失误，引发管理问题。我院存在“高警示药品

目录更新不及时”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医、药、护对高警示药品的

认识，导致医务人员对高警示药品的品种不够了解，为后续药品管

理、药品使用埋下巨大隐患[1]。 

2.2 高警示药品混放 

原则上，医院药房的药品要做到分类摆放，尤其是高警示药品，

一定要分开放置，不可混放，导致拿药错误、患者用药错误的情况

发生。若高警示药品混放，且高警示药品标识、标签不统一，甚至

未贴标签，就会进一步加剧错误发药的风险，为后续医疗纠纷事件

埋下隐患[2]。 

2.3 高警示药品标识、标签不统一 

我院存在“高警示药品标识、标签不统一”的问题，这会在极

大程度上增加医务人员识药的难度，增加药品拿错、放错风险，增

加患者误用高警示药品的几率。另外，高警示药品标识、标签不统

一，也会给后续药品管理效率带去不良影响，增加年轻药剂人员的

学习成本[3]。 

2.4 高警示药品缺乏固定人员管理 

我院高警示药品缺乏固定人员管理，加之未设立高警示药品管

理台账，就会导致高警示药品管理混乱，且一旦出现高警示药品误

用的情况，相关岗位药剂人员容易互相推诿，责任难以定人。在开

展具体工作时，由于药剂人员还要负责其他药品的管理事宜，就会

进一步增大“高警示药品与其他药品混放”等事件的发生率。同时

由于未设置固定人员对高警示药品进行管理，药剂人员开展大量药

品管理工作，工作任务繁琐，容易不经意间忽视对高警示药品的管

理，松懈管理意识，最终增加各种药品管理风险[4]。 

2.5 高警示药品查对不严 

我院一些药剂人员由于日常工作繁忙，无法做到对高警示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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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件必查”、“四查十对”，导致一些高警示药品未经严格查对，

就发放给患者；一旦出现发药失误，患者自身缺乏辨别药品的能力

与意识，只会按照医嘱服药，最终增加高警示药品误用风险[5]。 

2.6 高警示药品对患宣教不力 

高警示药品疗效显著、起效快，一些药品会伴有明显的不良反

应，患者若用错，会增加用药风险；若患者对用药认识不足，对于

出现的不良反应易感到恐惧、担忧，进而出现私自停药等行为，同

样不利于安全用药。上述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本院药剂人员在

发药前，对患者的宣教不力，未能强调规范服用高警示药品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规范服用高警示药品、如何应对用药期间可能出现的

不良反应等，使我院高警示药品用药质量难令人满意[6]。 

3 高警示药品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3.1 及时更新高警示药品目录 

要紧跟国内高警示药品目录最新版内容的指引，结合国外高警

示药品目录更新情况，及时编制、更新我院高警示药品目录，内容

做到详尽，包括高警示药品的分类、药品剂型和规格，供医务人员

随时随地学习，为高警示药品精细化管理指明对象。 

3.2 高警示药品分区别类储存，张贴统一标识标签 

高警示药品严格依照说明书要求的条件，分区别类进行储存，

严厉禁止高警示药品与其他药品混放、张贴不同标识标签的情况。

为此，医院采购一批专门用于高警示药品的标识标签，使用中国药

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推荐的高警示药品警示标识，取缔其他不

统一的标识、标签。还要对现有药品储存环境进行调整，打造独立

的空间用于高警示药品储存；用药上遵循先进先出、近效先出的原

则，如有近效期，要放置近效期药品标识作特别提醒。执行高警示

药品 SPD 管理，可进一步避免高警示药品存量过剩的问题。 

3.3 固定人员统一管理 

做好现有药剂人员工作安排，合理分配人力资源，进行排班，

确保医院药房的高警示药品专人专管，避免一些工作互相推诿的情

况发生。针对临床科室，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制定备用药基数（其中

包括高警示药品），经科主任、护士长讨论审核后上报药剂科，根

据情况增减药品基数，由护士长专管、科主任监督、药剂科定期进

行药品检查，提高高警示药品管理质量。 

3.4 高警示药品严格执行查对制度 

医院成立药品质量监督管理小组，加强对全院药品包括高警示

药品的查对监管。药房调配过程中严格执行药品“四查十对”、双

人复核制度，在调配高警示药品时更要加强安全用药意识，务必确

保精准无差错发药。 

3.5 加强对患者的用药宣教 

药剂人员作为宣教主体，需加强对患者的高警示药品使用教

育，告知用药注意事项，鼓励患者规范用药，避免用药风险。加强

对患者的监护，针对出现的用药问题加强管理，改善患者用药安全

性。 

3.6 加强人员培训 

加强高警示药品相关知识的培训，以提高药学人员的专业水平

和服务能力，尤其应加强对新人的培训。对于高警示同种药品不同

规格的及听似、看似的药品进行归纳总结，熟悉高警示药品目录并

定期进行考核，以扎实每个人的药学专业知识，熟悉工作中的相关

注意事项，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差错事件

的发生。 

4 小结 

高警示药品具有较大的误用风险，为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临

床需要对高警示药品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避免高警示药品误用对

患者身体造成的危害。高警示药品的安全管理，关乎患者用药安全，

影响医院行业口碑。药剂人员作为高警示药品的管理主体，应当积

极承担管理重任，不断改进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医院高警

示药品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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