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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目前情况分析, 医院临床用药品种有

1000多种, 但因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 供应及

时率难以达到规定的 98%以上, 直接影响到病

人治疗以及正常的医疗工作。从影响药品供应

率的原因来看不外乎二个。其一, 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医院药品供应受外部制约因素影响越

来越大,医药公司及药厂从自身利益出发,热衷

于开发生产销售利润高的新药,而对疗效确切、

价格低廉的大路货药品生产销售积极性都不

高,以致市场上经常断档脱销, 时有时无, 影响

正常供应; 其二, 医院药品供应的内部管理因

素,主要是药品供应部门内部协调不够、信息不

灵,科室各自为战,缺乏沟通和解释性工作, 久

而久之,则产生工作上推诿、扯皮等不负责任现

象,直接影响医疗工作,间接地产生隔阂、误会

和矛盾,成为制约医院药品供应的�瓶颈�。我

们认为克服这一�瓶颈�, 保证药品供应的方法

是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药品供应的预报反馈机

制。�预报�是一种信息, 是反馈的一个前提条

件和必要基础,与�反馈�是相辅相承、不可缺少
的一个方面; �反馈�是控制论的一个基本概念。

现代管理其实质就是控制, 控制过程的主要环

节就是反馈。�反馈理论�的原理就在于信息是

控制基础,而控制又要通过反馈来实现;没有反

馈就不能在执行过程中及时沟通联络, 就没有

自动调节和自动组织,也就不可能实现有效控

制。在现代管理中,合理运用预报反馈机制,就

能够保证管理者正确制订决策, 执行决策。只

要预报反馈及时准确, 就能使决策愈趋正确,管

理愈趋完善。医院药品供应预报反馈机制的核

心内容就是在病人与临床科室,临床科室与药

剂科,药剂科与药品厂商,以及药剂科内部各科

室之间加强沟通, 形成信息网络,互为依存,相

互制约, 在操作上规定时限, 责任清楚,可操作

性强,有利于协调,能够保证药品供应的顺畅和

连续性,建立起职能负责制、高功能完善的质量

控制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横向控制相互衔接与

纵向控制贯通结合的特点。(见图 1)

图 1 � 药品供应须报反馈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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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示说明:

1 � 此图将各类关系划分成目标层、需要层、服
务层和指挥协调层 4个层次, 将病人列为目标

层意味着我们供应的目的就是病人的治疗要

求,他们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只要需要随时都可

提出预报, 其它科室都毫无条件的予以提供服

务,从图中也能看出目标层是预报的源泉,我们

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他们而开展的。

2 � 作为需要层的门诊的临床科室,他们是病人

和药剂科之间的桥梁, 他们的预报反映了病人

的需求,应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反馈(时限以各医

院实际情况规定)。当然,他们提出的预报时限

只是新药的审请,常规用药不存在预报, 门诊、

住院药房除新药申请予以及时向仓库预报以及

向临床科反馈外,常用药的短缺也应及时向临

床科室预报反馈。

3 � 作为服务层的药剂科, 内部又自成一个网

络,室与室之间都存在一个预报、反馈及协调关

系,这也是保证药品供应最主要的信息网络, 必

须予以重点关注。科领导的责任就是及时协调

沟通,发现�梗塞�及时处理。

4 � 预报反馈机制的几个特点

4�1 � 规定了时限。各科室之间预报、反馈都有
具体时间限制(医院根据情况自定) , 明确了各

科室的有效等待时间, 各室对上一层次提出的

预报要在规定时限内予以反馈, 防止工作上的

扯皮,影响医疗工作。

4�2 � 责任明确,可操作性强。预报和反馈均以

请领单、新药申请单、购药申请等书面形成, 签

字生效,责任到人,克服了环节多、容易遗忘以

及科室提出的要求被搁置不理等不良工作之

风,并将这项工作与�优质服务�挂勾,从中评价

每个人的工作质量。

4�3 � 有利于协调工作。将领导从工作盲目性
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掌握工作的主

动权,及时找到供应断档的症结,对症下药,分

清是非,奖罚分明,有效利用协调这个工作上的

�润滑剂�,保证药品供应这一系统工程顺畅动

作。

4�4 � 预报和反馈的信息主要包括:药品请领的

品种及数量、药品的短缺预告、现存药品使用的

时间、新药的申请、短效期药品的推荐、短缺药

品代用品的替代等。对于药品的短缺信息反馈

到临床科室时要注明原因并提出建议供科室参

考。

4�5 � 力争将药品短缺不足等供应不顺畅现象
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供应过程中依据预报、反

馈的时限优势, 提前预报, 快速解决,始终保持

快速反应状态, 使整个供应过程时刻都处于监

控待发状态,发现问题迅速提前处理到位,保证

供应的连贯性。

5 � 能够加强药品供应的政策协调性。药品是
防病治病,保障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政策性很

强,在这方面通过药事委员会与目标层、需要

层、服务层的预报反馈联系, 能及时、准确的将

�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和�医院
药剂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贯穿于医院整个药

品供应全过程。通过政策预报, 执行信息反馈,

能使医院的药品供应工作在院长的领导下,在

药事委员会协调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法规

管理和业务管理,依法供药,保质保量的满足病

人的治疗需求。
(收稿: 1998- 09- 28)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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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部分第二行病例数� 1000�应为� 100�,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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