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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对西药房工作效率及用药准确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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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在医院西药房管理中的作用及效果。方法:我院西药房于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实施调剂管理和药
学监护，选取 26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实施前设置为对照组（n=130 例），给予常规管理方法；实施后设置为实验组（n=130 例），给予调
剂管理和药学监护。对两组的药品盘点时间、患者等候取药时间和药师配药时间以及用药错误率进行比较。结果:实验组的药品盘点时间、
患者等候取药时间和药师配药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的用药错误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
在医院药房的药品管理中意义重大，可以显著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及药品管理质量，可以在临床工作中进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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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房是联系医院各个领域和科室的桥梁和纽带，是医疗服

务的重要一环[1]。加强医院药房药品的管理，可以整体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2]。由于药品种类增加和用药需求增高，患者应用药品时会
出现较多的问题[3]。为了降低问题的出现率，必须采用一种新型的
管理方式。而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可以提高药房工作效率、降低用
药差错。本文通过比较常规管理方式和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之间的
差异，进一步分析其临床意义，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5 月～2018 年 5 月本院 26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照组与实验组各 160 例。其中对照组，男 95 例，女 65 例；年龄
9 月～79 岁，平均年龄（42.65±15.01）岁；实验组，男 85 例，女
75 例；年龄 10 月～83 岁，平均年龄（45.79±13.73）岁；对两组
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无明显差异(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管理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上班前整理仪表、进行交接

班等；上班过程中应该做到合理收取和发放、安全存放、及时记录、
定期检查、服从安排等。 

1.2.2 实验组采用调剂管理和药学监护：在常规管理方式的基
础上，增加了其他的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1）重视药学服务的开展：①重视不良反应的监测：药品是
一把“双刃剑”，既具有治疗作用，又会引起不良反应。因此应当
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的检测，尤其是新上市或治疗指数较低的药品，
一旦发现，需立即上报并快速解决，以免引起更大范围、幅度的损
害。② 实现个体化给药：由于患者存在个体差异，给药时需要依
据临床检查结果、用药史等多个因素，实现个体化给药，必要时进
行血药浓度监测，避免用药错误。（2）网络化服务：随着科技的不

断发展，为了精准服务，可引入计算机管理模式。（3）调剂管理和
药学监护：①根据医院药房的工作方式，完善药品调剂管理制度，
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完成工作。②不同剂型或给药途径的药品分
区存放，对于特殊药品（镇静催眠药、麻醉药及中枢兴奋药等）应
当特别标记，重点管理。③提高药师专业素养：开展学术活动或专
业培训，增强药师专业知识储备，发现潜在或现有的问题，并及时
采取措施解决，预防问题的产生。（4）降低药品出错率 ①药师发
现不合理的用药处方时，需及时反馈，不可盲目执行；②发放药品
时，准确核对，及时记录；③盘点药品时，按照新进先出的原则，
及时清除过期药品，认真仔细核对，不可随意记录。 

1.3 观察指标：比较分析两组的药品盘点时间、患者等候取药
时间和药师配药时间以及用药错误率。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
数和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验。 P <0.05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比较两组的时间指标 
实验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时间指标（min） 
组别 人数 盘点 等候 配药 

对照组 160 10.9±2.2 28.1±4.7 8.1±0.8 
实验组 160 5.8±0.6 10.6±5.6 3.9±1.0 

t 值  12.27 15.88 11.39 

p 值  0.00 0.00 0.00 
2.1 比较两组的用药错误率 

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的用药错误率 
组别 人数 质量问题

（率） 
漏服（率） 错服（率） 药品混淆（率） 用药错误（率） 

对照组 160 3（1.88%） 4（2.5%） 10（6.25%） 6（3.75%） 23（14.38%） 
实验组 160 1（0.63%） 1（0.63%） 3（1.88%） 2（1.25%） 7（4.38%） 

X2      19.437 

p 值      0.000 
3 讨论 

随着医疗卫生行业的发展，药房传统的药品管理方式已无法满
足当前需求，为了提高药品管理水平，我们必须引入更加安全、合
理、规范的管理方式[4]。因此，本研究主要讨论在常规管理方式的
基础上所提出的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展
开[5]：重视药学服务，实现个体化给药和监测药品不良反应，以达
到安全用药的目的；实施计算机网络管理，大幅度缩短药师配药时
间和患者取药时间，使临床工作更加精准，减少了用药的错误率；
提出调剂管理和药学监测，完善药品管理制度，加强药师专业能力；
降低药品出错率，对药品质量问题、患者漏服、错服及药品混淆等
方面重点监测。本研究表明：实验组的药品盘点时间、患者等候取
药时间和药师配药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的用药
错误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说明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比传统
的管理方式更系统、更全面、更科学。 

综上所述,调剂管理与药学监护在医院药房的药品管理中意义
重大，可以显著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及药品管理质量，可以在
临床工作中进行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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