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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 �� 循环法降低医院药品库存金额减少积压的初步尝试

冯 国 凌桂生

�解放军第 ��� 医院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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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运用 ��� � 循环法
,

使 � ��� 年 �� 月清查出的积压药品 ��  得 以利用
,

金额共计 �

万元
。

并将库存总金额控制在 �� 万元这一适合我院实际需要的水平上
,

基本上杜绝了药品积压
。

关键词 ��� 二� 循环 � 药品库存管理
� 药品积压

我院是一所中心医院
,

所用药品近千种
,

但经费有限
。

医院药库如何在保障供应的前

提下
,

合理使用经费
,

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

任务
,

我们尝试运用 �� � � 循环法降低库存

金额
,

减少积压
,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

���二� 循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的一项基本

方法
。

它是计 划 ���
� � �

、

执行 �� � �
、

检查

�� � � �� �
、

处理 ��
� � �� � �四个英文单 词的缩

写
,

是按照计划
、

执行
、

检查
、

处理的顺序进行

质量管理
,

并且循环不止地进行下去的一种

管理程序
。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 内容
,

有先后次

序
,

相互联系
,

相互衔接
。

分八个步骤进行
�

�
、

分析现状
� �

、

分析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
� �

、

找出产生质量问题的主要因素
� �

、

对主要 因

素制定措施
� �

、

执行措施
� �

、

检查效果
� �

、

巩

固措施
� �

、

遗留问题转入下一个循环
。

现就我们的做法介绍如下
�

一
、

计划阶段

第一步
,

分析现状
。

据我院药库 �� � � 年

� � 月份清库统计
,

库存金额高达 �� 多万元
,

积压药品为 �� 种
。

不仅占用了过多的资金
,

并且有些药品因储存时间过长
,

变质失效
。

第二步
,

分析产生质量问题的原因
。

市场供应 新药引进 医生用 药习惯 经验性管理

药品积压

临床需要量

第三步
,

找出产生积压的主要因素
�

�
、

新药的引进 药品品种的增减常取决

于临床的需要
。

新药进入医院为诊治工作注

入了活力
,

多数医生喜用新药
。

但个别医生迷

信推崇
,

匆忙引进
,

使同类药品人为积压
。

所

引用新药又因疗效欠佳
,

副作用大
,

销量也受

影响
,

造成重复积压
。

据 � � � � 年 �� 月的统

计
,

这种因素造成的积压品种有 �� 种
,

占积

异地采购 用药宣传 上级下拨药品

压品种的 ��  
。

�
、

市场供应 医药市场供求关系不稳

定
。

一些药品时而紧俏
,

时而滞销
。

为保障供

应
,

在紧缺期购买时往往订购量过大
,

就会造

成积压
。

这种积压有 � 种
,

占 �� �
。

�
、

临床需求量 药品采购计划往往依据

上月消耗制定
。

但药品需求有很大的波动性
,

有时季节性用药预测失误
,

形成积压
�也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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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病种及疫情发生
,

上月消耗很大的药

品
,

因病人转院
、

死亡或疫情控制等因素
,

造

成下个月病人急骤减少
,

从而产生计划调入

药品事实积压
。

�� � � 年这种积压有 � 种
,

占

积压品种的 ��  
。

�
、

异地未购 一是药局为购买质优价廉

的药品
�二是有些药品本地无货供应

。

但有时

仅考虑品种让利率
、

批量优惠额而忽略 了品

种结构与医院销量
� 又因路远

,

远输不便
,

一

次定购量较大
。

结果所购药品帐面盈利
,

实际

滞销
,

造成库存量过大
,

批量积压
。

以 � � �� 年

�� 月统计数字为例
,

仅肝安
、

人 白细胞干扰

素
、

硫酸丁胺卡那霉素
、

先锋必 � 个品种占用

资金 � 万多元
。

�
、

经验性管理 有时因工作上疏忽和对

未来药品需求量预测不准
,

可导致药品采购

计划不周
。

由于没有制定药品库存限额
,

宏观

调控机制不健全
,

药库凭经验编制采购计划
,

以致种类杂乱
、

品种繁多
,

出现缺药与积压
。

第四步
,

根据产生积压的主要因素
,

有针

对性地制定措施
�

�
、

加强新药引进的管理
�

�
、

掌握市场动态
�

�
、

加强科间及院间协作
�

�
、

制定合理的库存药品限额
。

二
、

执行阶段

第五步
,

严格执行制定的措施
。

�
、

新药引进必须 由临床经治医生填写
“

新药申请单
” ,

并保证能尽快用完
,

科主任审

查签字送药局
。

药局按需要量采购
,

并对该科

室进行成本核算
。

定期对引进的新药进行调

查
,

收集资料
,

为
“

医院基本药物 目录
”

的修订

提出意见和建议
。

�
、

药品供应虽呈不规则变化
,

但有其一

定的规律性
,

为及时掌握市场动态
,

我们订阅

了数种有关医药市场信息的报刊
,

积极参加

药学情报网的活动
,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
。

如在 � � � � 年 � 月
,

南宁市青霉素 � 钠供应

紧张
,

我们了解到主要是该药将提价造成的
,

且提价幅度不大
。

根据医院的实际确定了适

当的采购量进行 异地采购
,

一次节约经费 �

千元
,

又避免了不了解信息可能造成的购入

量过大占用资金过多的现象
。

�
、

与临床密切联系
,

了解用药情况
。

药库

一旦出现积压苗头
,

立即请临床协助克服
,

同

时做好用药宣传
,

将所购新药
,

积压品种刊登

在出版的每期《药讯》上
。

有时本院无法解决
,

就尽快请当地各大医院帮助解决
。

如我院曾

一度大量使用的先锋必
,

后因病人减少和引

进了疗效更好
、

不良反应更小的新药
,

造成库

存 � �� 瓶积压
,

效期逼近
。

我们及时与当地各

医院联系代用
,

终于在效期前用完
,

避免了因

积压过期产生的损失
。

�
、

我们在分析原因中发现
,

库存总金额

与库存积压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

而且贵重
、

常

用药品在库存金额中占有的 比重较大
。

如

� � � � 年 �� 月份库存金额高达 �� 多万元
,

积

压 �� 个品种
。

经统计
,

库存金额在千元以上

的品种有 ��� 种
,

合计金额 �� 多万元
,

占库

存总金额的 ��
�

� �
。

由此可见
,

控制了这 � ��

种药品
,

就可以控制近 �� �的库存
。

制定合

理的药品库存限额
,

把工作重点放在这 � ��

种药品的库存量上
,

是防积压的有效手段之

一
。

根据 � � � � 年以前三年的各种药品的消耗

量统计分析
,

制定每种药品的月库存量的正

常储备限额
,

并以我院每月消耗药品 �� 万元

左右的实际情况
,

确定库存总金额控制在 ��

到 � � 万元之间
,

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 万元

的指标
,

付诸实施
。

三
、

检查阶段

第六步
,

检查措施执行的效果
。

通过执行

上述措施
,

取得了明显成效
。

�
、

对 � � � � 年 �� 月份清出的积压药品
,

以内部消化为主
,

外部协助调剂为辅
,

有 ��

个品种得以利用
,

金额共计 �
�

� 万元
,

占积压

药品金额的 �� �
。

�
、

充分 听取医生的意见
,

有的放矢
。

近两

年来我们选择推荐了 �� 种新药
,

经临床小批

量试用
,

信息反馈至药局
,

从中筛选了 �� 种

疗效确切
、

毒副反应小
、

价格合理的新药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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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推广使用
,

同时淘汰了 �� 种旧品种
。

既做

到了不断更新药品
,

又做到了不积压浪费
。

�
、

由于注意掌握医药市场变化特点
,

重

视各种信息的收集
,

药品采购供应管理从以

往单凭经验预测
,

被动供应的局面
,

逐渐走上

了科学预测
、

主动筹措的轨道
。

二年来
,

我们

先后为医院购进近千种药品
,

价值 � �� 多万

元
,

不但较好地满足了临床用药需要
,

而且为

医院节支创收近 �� 万元
。

�
、

由于制定了合理的库存限额
,

加强 了

对贵重
,

常用药品的监控
。

并于 � � � � 年 � 月

采用计算机管理
,

方便了各种统计工作
,

及时

掌握药品的库存动态
,

为宏观控制提供了科

学依据
。

经两年统计
,

我院药库的月库存金额

保持在 �� 万元左右
,

基本上 杜绝 了药品积

压
。

在 � � �  年 � 月清库时发现有 � 种药品

有积压苗头
。

经调查
,

主要是因为近年与军内

医疗科研单位加强科技交流
,

而且医院组织

引进 � 种军内交流的药品造成的
。

为此
,

我们

将近 � 种药 品调至门诊药房使用
,

同时加强

药局与医务处的协调
,

及时调整库存量
,

防止

了新的积压产生
。

四
、

处理阶段

第七步
,

巩固措施
,

把执行效果标准化
、

制度化
。

在原有药品供应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

我们又增加了以下规定
�

�
、

对科室请领的药品实行计价供应
,

与

科室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

药局统一划价后交

院经济核算办公室
,

扣除成本后计算科室利

药学实践杂志 � � �  年第 �� 卷第 � 期

润
。

�
、

实行新增药品申请制度
,

拟增品种由

临床经治医生填写
“

新药申请单
” ,

此单包括

品名
、

规格
、

用途
、

需要量等内容
,

由科主任审

查签字报送药局
。

由药局组织购买
,

其他科室

和个人一律不准 自行购买
,

尤其不准在学术

会议上订购
。

�
、

每月用计算机打印出采购计划
,

采购

必须按药库提出的计划分药局主任审查分采

购员实施的程序进行
,

坚持从国营医药部门

或正规药厂进药的原则
。

�
、

建立积压药品申报制度
。

每季度由药

库组织清库
,

每年由药局主任组织清库
。

列出

库存量大
,

周转缓慢的药品
,

报告上级
。

�
、

药库每年修改一次药品的正常储存限

额
。

第八步
,

遗 留的问题转入下一个管理循

环
,

为下一阶段的计划提供资料和数据
。

作为军队医疗单位还面临着上级仓库的

战备药品更新的问题以及有些医生在用药方

面的习惯性
、

片面性而造成药品积压等因素

尚未解决
,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 ��� 二� 循环
,

以期不断提高药品采购供应的质量
。

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
,

对药品的供应管

理要求越来越高
。

我们在加强药品管理
,

尤其

是降低药品军存金额
,

减少积压
,

确保药品质

量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

但是
,

如何全面加强

药品质量管理
,

仍然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认真

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

几 类 紧 缺 药 品 供 应 设 想

全洪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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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

医院药品供应也

出现 了一些新的问题
,

主要是某些医药公司

和厂家不愿经销和生产利润低的药品
,

效期

短的药品
,

导致许多药品满足不了医疗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