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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如 3
复方党参片

、

参麦片
、

党参熟地片
、

多种维生

素
、

速尿
、

甘露醇
、

西地兰
、

高渗葡萄糖
、

升压药
、

降压

药
、

能量合剂等
。

� 由于后送困难
,

伤员在救护所停

留的时间长
,

故抗感染
、

抗休克和止血药消耗多
,

所

以
,

各级医疗救护所同时要扩大医疗范 围所需要的

药材数量
。

�未来战争作战方向变化大
,

为便于机

动
,

战救药材装箱要合乎轻便
、

坚固
、

体积小
、

多用途

的要求
,

做到适应高原地区既能马驮
,

又能人背
,

而

且要保暖  装箱时要考虑便于机动和分散展开
。

!
∀

# 实行军地联合保障 战争一旦展开
,

持续的时

间长短很难估计
,

在人力
、

物力和财力方面
,

可能会

出现不适应作战需要
,

实行军地联合保障不为下策
。

实行军民联合保障牵涉面广
,

需要地方有关部门通

力合作
,

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

需要

充分发挥地方医药管理部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

以

他们为依托
,

加强军地联系
。

针对本战区的作战方

向及特点
,

做好平时本地区的卫生力量调查
,

搞好军

民联合保障的基础建设
,

为战时做好准备
,

主要是委

托地方代筹代储部分药材和血液制品等
。

同时
,

可

以考虑建立预备役药材供应站和药材仓库
。

!
∀

∃ 扩大氧气供应点 高原地区作战
,

氧气供应至

关重要
,

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

指战员的生命危

险
。

高原氧气含量低
,

气候寒冷
,

人体的基础代谢下

降
,

易患感冒
、

高山反应和伤后休克等
。

针对以上情

况
,

为了提高部队在高原缺氧条件下 的生存能 力和

战斗力
,

提高创伤抢救的成功率
,

保障氧气的及时供

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应研制生产一种体积小
、

使

用方便
,

既省时
,

又省力的制氧设备
,

将这种设备可

以设计安装在汽车上较为理想
。

一是汽车是运送物

资最多的交通工具
,

而且机动性大
,

可以提供所需 的

制氧设备
,

司机可 以代供
,

不需要专人负责
,

车到哪

里
,

氧气就及时供到哪里
。

二是可以克服氧气瓶重
、

体积小
、

氧气袋体积大占空间
,

运输不便等缺点
。

只

要每个参战人员携带一个小氧气袋
,

即可做到应急

用氧
。

同时
,

对进人高原的部队应进行健康检查
,

严

格掌握进驻人员的体质条件
,

并做好健康情况登记
,

这是控制非战斗减员的第一关
。

对进入高原的部队

应加强适应性锻炼
,

增强机体对低氧环境的适应能

力
,

这是很有必要 的
。

另外
,

高原冬季作战
,

白雪皑

皑
,

地面对紫外线有反射作用
,

雪面的反射率可达

%& ∋ 一 (& ∋
,

洁白雪面甚至高达 (# ∋
,

使人员视 力

直接受到影响
,

观察 目标模糊晃动
,

因此
,

装备保护

视力的变色镜是十分必要的
。

收稿 日期
) ∗&& ∃ 一 &+ 一 &#

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在我院药品库存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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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研究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在药品库存管理 中的应 用

。

方法
)
运用 / 01 分类法以及补充式出库 法

等对我院药品库存进行管理
。

结果
)
在 / 0 1 分类法基础之上结合补充式出库法

,

可降低药品库存量
,

提高库

存周转率
,

同时掌控 药品入库的异常情况
。

结论
) 利用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可 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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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及物流技术的应用
,

对医

院药品库存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

药品的库存管理

不仅要保证临床的需求
,

更应体现药品管理的及时

性
、

安全性
、

平衡性
、

合理性
、

经济性
。

因此可以通过

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建立 医院药品库存管理模型
,

达

到减少环节
、

提高效率
、

降低成本的目的
。

Φ 现代物流意义下的库存与库存管理概念

现代物流认为药品库存是医院将资金转换成药

品实物状态
。

药品库存狭义是指药品库房中的药品

存量即静态库存 Α广义的库存概念包括了药品采购
、

药品人库及药品的分发与使用 等概念
,

只要涉及到

药品流动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应 的
,

即动态库存
。

因

此药品物流的管理又被描述为对静态或动态库存的

管理
,。

现代物流库存控制技术提 出
,

科学的药品库存

管理应在保证供应的前提下
,

以最经济的成本维持

适当的库存品种及存量
,

适时适量地供货以减少 医

院药品的储存成本
,

同时减少对资金的占用
,

以高效

科学的手段保证药品的质量和信息的共享
。

现在很

多医院都以零库存作为库存管理的中心 和极点
,

主

要依靠现代物流技术进行合理的药品分类及管理来

实现
,

其 中 = > ? 分类法和关键因素分析法 Γ?!∗) ∗Χ #∃

+ # ∃ ( = ∀ #∃4≅ ∗≅
,

?+ = Η是较常见的两种方法 Ι’〕
。

其中药品的出库和采购方式被列人我院药库管理重

点
,

以达到控制动态库存的目的
3

表 Φ = >? 三类药品的库存管理措施

管理项目

药
,钻价值

库存管理

单次采购量

订货量计算

库存检查

进出统计

保险储备量

控制程度

= 类 > 类 ? 类

高

压缩到最低水平

少

经济批量

经常检查

洋细统计

低

严格控制

「
卞

,

适中

较多

历史记录

一般检查

一般统计

较大

一般控制

低

大量 汀货节约订货费用

多

经验估算

季度年度检查

按金额统计

允许较高

控制总金额

传统的 = >? 分类法 以药品的累计金额 为分类

依据
,

在实践中
,

管理者还十分关注药品消耗的异常

变动情况
,

这部分药品同样是库存管理 的重点
。

因

此
,

我院药品分类的依据 主要是月度药品人库金额

排名
,

同时兼顾部分用量异常的品种 结合我院药

品品种数和药品消耗的实际情况
,

确定 = 类品种的

组成分为 − 部分
,

即上月药品入库金额前 ϑ/ 位的药

品和月度人库金额增加 − /Κ 以 上的前 − / 位 品种

现以 − //Λ 年 Φ− 月药品分类为例
,

作一介绍
、

首先

统计人库金额突增品种 Γ见图 Φ
,

其中增减 比例即为

增减金额 Η
,

然后与月度入库金额前 ϑ/ 位药品进行

合并
,

分类结果见表 −
。

− 物流库存控制技术在我院药品库存管理中的应

用

依据现代物流管理理念
,

我院于 − / /Λ 年将现代

物流库存管理技术引人到药品库存管理中
,

利用计

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

在传统的 = >? 分类法基础上设

计了补充式出库法
,

据此建立医院库存控制模型
,

对

药品采购模式
、

出库形式等进行科学性管理
,

在实践

中收到很好成效
。

−
,

Φ = >? 分类法管理

−
,

Φ
,

Φ 药品的 = >? 分类 所谓 = >? 分析法是将

全库药品分为 =>? 三类
,

将每个药品按照人库金额

Γ人库金额
Μ
每年采购量

Ν 人库单价 Η占全年药品

人库总额的百分比由大到小排序
,

一般累计百分比

在 Ο /Κ 左右 的列为 = 类药品
,

Ο/ Κ 一 Π / Κ 列为 >

类
,

其余列为 ? 类
。

其中 = 类物品在订货批量
、

进

货时间和库存储备方面采用经济定购批量方法
,

实

行重点管理
,

严格控制库存 Α > 类物品实行一般控

制 Α? 类物品采用简单方法管理
。

具体措施见表 ∃
,

表 − −/ /Λ 年 Φ− 月的药品分类统计

类别 品种
占总品种

百分比 ΓΚ Η

= Γ重点品种 Η

> Γ一般品种 Η

? Γ低成本品种Η

ΦΛ

2 Ο

. Ο

累计人库
3
片总 入库金

金额 Γ万元Η 额百分比ΓΚ Η

. Π −Ο −0 Λ
,

Ο Ο Ο
,

0.

Φ . / / −Λ ϑ
,

Λ Φ − −
,

/ 0

Φϑ ϑ0 2
,

Φ− /
,

2

//−/Ο.∃
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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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补充式出库法 鉴于 = 类药品包括了人库

金额高以及增加幅度大的品种
,

对于这部分药品如

果药库采取传统的出库管理 Γ向二级库发放一周用

量 Η
,

容易造成出库量与二级库实际需求出人较大
,

出现二级库药品积压
。

我院药剂科从 − / /Λ 年 . 月

开始对 = 类药品实行补充式出库法
。

具体操作步

骤 3
各部门每周药品请领汇总Θ 药库针对 = 类药品

预发 2 日消耗量一各部门于领药后第 − 日结束时针

对此类药品 2 日用量情况反馈补充数量
,

此时二级

库仅有 Φ 日存量Θ 药库补充出库
。

其中药品 2 日用

量
,

信息系统会自动生成
,

各部门工作人员可根据情

况在周请领计划中确认补充数量或调整补充数量
,

并自动在药库采购计划显示出来
。

使用该法后能使

二级库的药品库存减少
,

加快了二级库药品的周转
,

同时药库能根据各部门反馈的情况制定采购计划
,

避免药品的积压
。

−
,

Φ
,

2 药品采购模型的建立川 采购是医院药品

库存管理的重要环节
。

我院利用药品分类管理实行

定量和定期采购相结合的模式
,

选择合理的进货时

间
,

更好地实现了库存管理的目的
。

对于 = 类药品采用短周期的定量订货方式
,

设

置较低的安全库存
,

通常以两 日用量为安全库存
,

以

周为订货周期
,

以周平均用量为进货量制定采购计

划
。

= 类药品采购量
二
每日用量

Ν Ρ 一
现有库存量

。

对于 > 类药品可采用较长周期的订货方式
,

可

以一个月或一个季度为订货周期
,

可以根据月平均

用量或季度用量为最高库存量
,

以最高库存量减实

际库存量为订购量制定采购计划
。

安全库存量通常

为 ∃ 周用量
。

> 类药品采购量
二 月平均用量

一
现有

库存量
Σ
安全库存量

对于 ? 类药品 由于用量较少就可以采用定量

订货的方法采购
,

根据半年用量或年用量为一个定

量一次性采购
,

既保证药品的供应又便于药品批号

效期的管理
。

进货时间的选择也是关键性问题
,

我院现采用

的进货方式并非传统的出库后进货
,

而是补充出库

前进货
,

可明显的减少药品总库存
,

又可避免缺货情

况的发生
。

现以泛捷复注射剂的采购情况为例
,

作

一 比较
,

见表 2
。

表 2 某药品两种进货方式比较

每 日用量
Γ门诊 Η

单位
药库

传统进货

补充出库前进货

0/

的

瓶

瓶

库存

Φ− /

Φ− /

采购量
进货后药
品总库存

. − / Π0 /

.− / 0 //

−
,

− 关键 因素分析法 对医院药品库存管理仅仅

使用 = >? 法并不完全适合
,

因为有些药品虽然价值

低列为 ? 类
,

一旦缺货为临床抢救患者造成很大的

影响
。

此时可以借用 ? + = 分析法加以弥补
。

它根

据库存重要性将药品分成四个级别
3
最高优先级

、

优

先级
、

一般优先级
、

低优先级
。

最高优先级可增加库

存量
,

避免缺货情况的发生
。

目前我院尚未对药品

的重要性进行分类
,

但对急救用药如肾上腺素
、

美解

眠
、

抗蛇毒血清和部分市场中短缺的药品给予一定

的库存避免缺货
。

2 讨论

2
,

Φ 利用物流技术进行库存管理使我院月度药品

库存周转率 Γ月度药品使用金额 Τ 月度药品结存金

额
Ν ∃/ / Κ Η明显增高

,

见表 .
。

全院的药品库存基

本控制在 ϑ 一 Π 天的用量
。

表 . −/ /.
一 − //Λ 年各月药品库存周转率 ΓΚ Η

Φ/ 月 Φ Φ 月

−/ / .

−/ / Λ

年

年

.−

2/

2
,

0 Φ

2
,

Λ Λ

− Π

Λ .

2
,

−/

.
,

. − 3
Π Ο

0 ,

2
,

/ Π

Λ . −

2
,

/ ϑ

Λ
,

Ο 2

Λ 2

Ο 2

Π .

, .

/.

. Π

2
,

− 利用物流技术的库存管理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的支持
,

例如药品用量 的统计
、

用量异常情况 的分

析
、

采购计划的生成
。

2
,

2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

利用物流技术进行库

存管理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

但在具体细节 上还受多

因素的影响
,

例如疾病的流行
、

药品的效期
、

供应商

等
,

仍需管理者分析解决
。

总之
,

我院利用上述方法操作
,

较好的做到了既

不积压
,

也不断货
,

达到了合理控制药品库存的 目

白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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