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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阐明�军卫�号�系统使用中提高系统效能的重要条件。方法:结合�军卫 �号�系统在本院门诊
药房工作使用中的实际情况以及门诊药房工作的发展趋势。结果:提高了�军卫 �号�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的

使用效能。结论:必需加强培训,严格操作规程,加强权限管理, 增进科室间协调。建议增加特殊药品的统计

和处方权限功能,签名留样功能,效期警示功能,退换药功能,药学咨询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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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院是一所三级甲等医院, 门诊药房每日处方

约 700张。由于人员编制所限,工作量较大, 对门诊

药房现代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我院药房在全军

较早应用计算机辅助药品管理, 取得了一些早期经

验。在�军卫�号�的推广使用过程中, 我们取得了

很好的工作实效和使用经验。本文对�军卫�号�系

统在我院门诊药房的运行情况浅谈体会如下:

1 � 加强培训 � 熟悉功能
�军卫 �号�系统的常用项如� 录入处方�,、�药

品出入库�等易为工作人员熟悉掌握。而有些功能

如�来源去向跟踪�, �积压、告急药品统计�等易被忽

视,但对药品管理工作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并可

配合�自动生成�功能, 减少人工请领所需的工作量

和人为疏忽造成的药品供应中断,有效发挥药剂科

为临床提供物质保障的功能
[ 1]
。要充分用好所有

功能,必须首先作好教育培训工作。

2 � 严格操作规程 � 加强权限管理

�军卫�号�系统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正确的操

作。我们在实践中总结了规范的操作规程, 其核心

是�三定�:定人,定机,定口令。一旦发现问题,有据

可查, 责任到人。也有利于解决问题。重要数据打

印并装订成册。特殊功能,如库存数据的修改等, 由

门诊药房负责人操作并记录。这就保证了数据准确

有据。

3 � 加强科室间协作

�军卫�号�是一个局域网络系统。网络的特征是
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的前提是协调。在药剂科各室之

间(如门诊药房和库房)数据是双向传送的,不加以协

调就会造成数据混乱,且不易发现。在药剂科与其他

科室间,更易发生[ 2]。如病人退换药时,收费处习惯

用同费用的药品冲抵, 而不愿用�军卫�号�的设定步

骤进行实际操作。这必然会引起药房药品库存数的

误差。以上问题需各科室协调解决。

4 � 有待拓展的功能

在�军卫 �号�系统使用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些

对实际工作很有意义的功能尚无法使用
[ 3]
, 如�药

品毒理分类统计�等。特殊药品, 如毒麻精神药品

等,工作中必须特殊管理: 要单独分库, 每日点核。

所以上述功能必须尽早实现。还应与收费处协调,

拓展�按开方医生名统计�, � 按患者姓名统计�等多

维的监测跟踪方法。此外, 对�一药多名, 一名多药�

现象,建�药品字典�时要加以考虑,既方便药房日常

工作,也有利于收费处的工作。

5 � 对开发新功能的设想

结合门诊药房工作程序和实际情况, 比较了曾

使用的自行开发的药品管理系统, 我们对� 军卫 �
号�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一些设想:

5�1 � 增设特殊药品的处方权限功能和医生签名留
样对照功能,以严格处方权限管理,杜绝伪造处方的

事件。

5�2 � 增设药品效期警示栏,根据设定的时限自动提

出警示。

5�3 � 对军免药品的范围, 以及各种公费, 保险报销

范围等,应加以标示。

5�4 � 急诊药房药品应单独分库。其所备药品品种
应加以标示,并联网传送至急诊室和收费处。

5�5 � 病人需退换药时, �军卫�号�的设定操作较烦
琐,应简化此项操作。

5 �6 � 增设药品信息提示栏, 提示药品使用中需注

意的事项, 如特殊的保存条件, 服用中应注意的事

项,可能的不良反应,配伍禁忌等, 协助药师做好用

药咨询工作,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下转第 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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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可以打破多开药- 多收益,多收益- 多开药

的恶性循环,消除高定价, 大处方现象, 彻底整顿药

品价格问题。

3�3 �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费医疗制度必须进行改
革

我国目前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为 1�6亿,但是其

药品消费额已占全社会药品消费总额的 75%以上
[ 21]

,

公费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长每年高达 23�2%,明显高于

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约 10%的增长水平[ 22]。公费进行

的药品消费实际上是由国家支付的个人药品消费,这

种消费经常背离享受者个人的实际需求,这种需求是

建立在国家财政有关医疗费用大量超支基础之上的,

是导致药品价格体系及运作扭曲的重要因素之一。当

前进行的医改应努力构筑多主体、多形式、多层次的医

疗保险体系,促进医疗保障责任分流,实现社会统筹和

个人帐户相结合的筹措支付机制,从而增强个人医疗

费用的节约意识和自我保障能力,使医患双方都倾向

于要求使用高效低价的药品,由此可以进一步敦促医

院相应的调整用药结构。

3�4 � 根据国情加强对药价的宏观监管
政府有关部门可制定�国家应用药品目录�, 目

录中可收集经过长时间验证, 疗效好, 安全度高, 应

用面广,成本低廉,以及具有一定垄断性的药品包括

一些特殊药品。这些药品由政府直接规定价格, 作

为公费或医疗保险机构报销或支付的法定药品, 其

他药品一律放开价格,随行就市。�国家应用药品目

录�可定期修订,要进入�国家应用药品目录�的药品

必须具备和目录已收载的同类药品相比, 有疗效更

好、安全性更高、价格低或升幅有限等特点, �国家应

用药品目录�收载药品的每次更换率不应超过 5%

~ 10%,以保持目录的权威和稳定。这样,既可以加

强对药品价格的宏观监管, 消除纷繁复杂的行政环

节、政策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又能放开医药工商企

业的手脚, 给他们的竞争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

环境并指明方向,还能有效控制药品价格。其次, 必

须加快药品的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在完善的分类管

理制度下,人们能合理自主选择药房和药品, 有利于

打破医院的药品销售垄断权。

3�5 � 实施药品价格决策听证制度

实施药品价格决策公众听证制度, 主要目的是

将过去政府封闭的价格决策活动相对公开化,政府

有关部门可通过邀请医药工商企业、医院、消费者权

益保护部门、群众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评议

制定药品价格,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以提高价格决策

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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