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May 2020, Vol. 31, No. 10

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在药房管理中的应用
谢家隆，丁少波，梁淑贞

东莞市人民医院药学部，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个人数字助理(PDA)的医院信息系统(HIS)中的药房盘点系统在药房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为提高医院药房管理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东莞市人民医院就诊用药的100

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对照组患者予以传统盘点方法，观察组患

者予以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比较两组患者不同盘点模式实施后各相关指标、药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患

者对药房管理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盘点时间、领药效率、药品周转率、盘点误差率[(2.21±1.01) h、

(0.98±0.52) h、(23.02±11.48) d、0]均明显低于对照组[(5.42±1.46) h、(2.54±1.29) h、(157.30±20.40) d、(0.87±0.50)%]，

而账物相符率为(94.42±5.3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3.25±9.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

良药房管理问题发生率为 6.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50.0%，对药房管理的满意度为 10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在药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较好，其能

有效提高药房管理效率，减少药房盘点误差，进一步提高患者对药房管理的满意度，值得借鉴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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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harmacy inventory system in pharmacy manage-

ment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 based on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and to provides relevant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hospital pharmac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ho admitted to Dongguan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8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a traditional inventory method,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a PDA-based

HIS pharmacy inventory system. The related indicator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 inventory patterns in the

two groups, the problems of pharmacy management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pharmacy manage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verage inventory time, drug-collecting efficiency, drug turnover rate, and inventory error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2.21±1.01) h, (0.98±0.52) h, (23.02±11.48) d, 0,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responding (5.42±1.46) h, (2.54±1.29) h, (157.30±20.40) d, (0.87±0.5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c-

count agreement rate was (94.42±5.37)%,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3.25±9.14)%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0.05); the incidence of poor pharmacy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0%, which was significant-

ly lower than 50.0%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satisfaction with pharmacy management was 100.0% versus 82.0%

(P<0.05). Conclusion The PDA-based HIS pharmacy inventory system has a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in pharmacy man-

agement, and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harmacy management efficiency, reduce the pharmacy inventory error, fur-

ther improv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pharmacy management, which is worth learning and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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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工作流程体系当中，药房是集管理、技术、经
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室，在医院整体构成当中属
于极为重要的部分，其在药房的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对于医院其他科室的工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1]。在
药房工作当中，药品盘点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盘库
每月末进行一次，由药师将库房内所有药品进行清
点，统计该月份内药品的使用情况，清查明细，及时纠
错[2]。在我国医院工作的早期，很长一段内都实行的
是传统盘点模式，该模式盘点工作对药品的使用效
率、管理以及账目明细的重视程度不高，存在着一系

列库存错乱、账目差错、药品利用率低等问题，不利于
药房科室对于药品的规范化管理[3]。随着现代医学科
学的进步发展，医院信息化建设愈加完善，其中个人
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和医院信息
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应用范围愈发广
泛。在药房工作当中，应用PDA与HIS能够保障药品
与账目相吻合，保障药品质量的同时提高药品利用
率，使得药房工作更加规范科学；实现合理管理药房，
明确药房药品信息，保证账目药品相对，体现卓越管
理水平[4-5]。本研究探讨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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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在药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为提高医院药房管理水
平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
于东莞市人民医院就诊用药的 100例患者进行研究。
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对照组中男性28例，女性22例；年龄19~53岁，平
均(30.12±5.28)岁；疾病种类：心血管疾病9例，糖尿病
7例，高血压14例，胃炎3例，呼吸道疾病11例，骨关节
病 6 例。观察组中男性 26 例，女性 24 例；年龄 19~55

岁，平均(31.07±5.31)岁；疾病种类：心血管疾病 8例，
糖尿病 7 例，高血压 15 例，胃炎 4 例，呼吸道疾病 10

例，骨关节病 6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临床用药资料采用传

统盘点方法进行盘点，即进行人工记录叠加药物使用
的方式。具体盘点内容：①盘点前，药房药物按照药
品货架归位，且该项程序需在正常班(五点半)下班后
进行；②打印盘点表，在药物归类摆放后由药师将药
品进行清点备案，并且将无法归位的药品统一存放；
③将同品种药品进行加和，人工统计药品数量，并且
将统计数量录入电脑备案；④在整理完成后对药房药
品进行复核，出现与货架应摆放药品不相符的药品进
行重新盘点。

1.2.2 观察组 该组患者临床用药资料采用基
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进行盘点。

1.2.2.1 信息系统完善 药剂科相关工作人员熟
练使用计算机及药物管理系统，将药房管理需求向程
序供应商提出，双方就程序使用达成共识并帮助药房
工作人员熟练使用系统，达到药物管理信息化标准，
在HIS中实现资源共享，保持数据统一一致。

1.2.2.2 编排药品条形码 由专人在计算机系统
中为药物设立院方专用条形码及药物编号，打印条形
码及标签，对库里新进药品及时设置打印条形码，及
时维护调整货位药品的条形码，确保一药一码，方便
管理。

1.2.2.3 人员管理 药房相关人员学习使用PDA

盘点 app，在盘点功能使用中，对药房药物进行分类，
药品摆放位置进行分类，熟练扫描药物条形码并使用
app调用WebService获取HIS药房盘点系统中的药品
信息及库存信息。培养药房人员细致、积极的工作态
度，落实药房盘点的制度，及时处理药房盘点、管理工
作中的错误，责任到人。

1.2.2.4 系统操作流程 药房相关人员通过登
录PDA盘点app对所有药品进行盘点，扫描其条形码，
并读取其库存信息，同时通过WebService将剩余库存
导入HIS药房盘点系统，在科室使用自动发药机后通
过HIS药房盘点系统对药物库存进行数据记录，在系
统盘点过程中发现与目标药物不一致情况，进行标注
追踪，方便月末或后期进行处理。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不同盘点模式实
施后平均盘点时间、领药效率、药品周转率、盘点误差
率等各相关指标，药房管理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复打单
领药、药品重复调配、处方未及时点发、退回药品处理
不及时等)以及患者对药房管理的满意度。患者对医
院药房管理的满意度采用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问
卷调查，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等。总满意率=(非常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不同盘点模式实施后的相关指标比
较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盘点时间、领药效率、药品周
转率、盘点误差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账物相符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药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 观察组
不良药房管理问题总发生率为6.0%，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 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 2=24.008，P=0.000<

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对药房管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

患者对药房管理的总满意度为100.0%，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 8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890，P<0.05)，见
表3。

表1 两组不同盘点模式实施后各相关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平均盘点时间(h)

5.42±1.46

2.21±1.01

10.030

0.002

平均领药效率(h)

2.54±1.29

0.98±0.52

8.354

0.006

平均药品周转率(d)

23.02±11.48

13.46±5.31

11.216

0.001

盘点误差率(%)

0.87±0.50

0.00

7.273

0.010

账物相符率(%)

63.25±9.14

94.42±5.37

12.034

0.001

表2 两组药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例数

50

50

重复打单领药

6

0

药品重复调配

3

0

处方未及时点发

9

2

退回药品处理不及时

7

1

总发生率(%)

5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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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药房药物是医院的重要经济支柱，对药房进行科

学有效的管理，不仅关系到患者身体健康，也关系到医

院的工作质量及其可持续性发展性。药品盘点是药房

工作的中心任务，每月末进行一次，由药师对已使用药

品及库存药品进行清库盘点，统计该月份药品使用情

况，保障医院药房工作的顺利进行[6]。通过对药房进行

药物盘点，不仅能够清楚药物使用情况，还能够保证药

房账目与药物库存相吻合，使院内财产不流失；通过对

药物的检查盘点，发现近效期药物库存情况，保证患者

用药质量，更好的为患者服务[7]。

在我国医院工作早期，盘点工作多采用传统盘点

模式，即为人工记录加和方式，在该项盘点模式下，先

由各科室医护人员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统计，再由药

房工作人员进行库存药品统计并且加和，最后由人工

录入电脑与月初实时库存数进行比较[8]。采用传统盘

点模式，除需耗费大量时间外，也需要各科室及药房

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劳动付出大，工作时间长，且

人工记录方式易产生误差与错误，而错误发生后难以

追溯出错源头[9-10]。医院的发展使得问诊人数增加，药

物使用及规格也随之增加，为药房盘点工作带来了更

为艰巨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计算机技术

的普及，医院体系内实现资源共享，实现高速信息查

询，减少取药步骤，降低药房库存，避免药物浪费逐渐

成为医院药房需求主流[11-12]。

条形码技术的广泛运用为药物识别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方式，成为药房信息化管理当中不可或缺的信息

手段。在药房信息化建立的过程中通过HIS药房盘点

系统建立药物信息关联，能够清晰便捷的调取药物相

关信息，对药物库存数量进行查询，有效提高了账物相

符率[13]。在HIS药房盘点系统中发现药物库存不相符

能够立即查找药物去处，纠正错误的同时分析出错原

因，通过系统进行记录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提高账

物相符率；同时，药房信息化离不开 PDA 的使用，通

过条形码对药物的合理标记，减少药房工作人员在

货柜之间来回走动，极大的提高了药物盘点效率和

准确率 [14-15]。应用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后，

通过与账面系统进行实际取药比较，发现账面与实际

存在差距后，可以迅速确定原因，进一步减少药房盘点

误差情况，提高账物相符率；且HIS药房盘点系统可以

自动生成申领单，各科室人员领药时可以根据显示的

实际库存量和近1周该药物的使用量录入申领单，通过

系统自行通知的库存数量较低的药品，可以及时对药

品进行补充，避免出现药品短缺的现象，从而有效地提

高领药效率和药物周转率[16-18]。该项盘点方法不仅适

用于药房盘点，也同样适用于诸如总务科、化验库、验

血处等繁杂库存的部门科室，提高工作效率。基于

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在国内属先进技术，省内属

领先，得到各级医院的广泛关注，随着信息化管理的全

面发展，该项盘点模式具有极为良好的推广前景[19]。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临床用药资料分别予以传

统盘点方法和基于 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进行盘

点。予以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的平均盘点时

间、领药效率、药品周转率、盘点误差率均明显低于传

统盘点方法，证明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效率

更高，应用过程更为高效，提高账物相符率的同时，有

效减少药房盘点误差情况。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

系统的不良药房管理问题发生率明显低于传统盘点方

法，药房管理更为精细清晰，有助于规范化药房的建

立。患者对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的药房管理

满意度明显高于传统盘点方法，管理方式更为科学规

范，得到患者认可与肯定，可 进一步提高医院药房管理

质量及水平。

综上所述，基于PDA的HIS药房盘点系统在药房

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较好，有效提高药房管理效率和水

平，减少药房盘点误差情况和不良药房管理问题，提

高账物相符率，并进一步提高患者对药房管理的满意

度，值得借鉴并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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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针刀松解
联合运动疗法治疗脑血管病偏瘫痉挛效果观察

黄妃凤 1，陈戈 1，黄芳 2，孙芳 2，郑淇元 1

1.阳西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广东 阳江 529800；

2.阳江市人民医院康复科，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 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针刀松解联合运动疗法在脑血管病偏瘫痉挛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2019年8~11月阳西县人民医院脑科中心收治的52例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6例。所有患者

行运动疗法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超声引导下针刀松解技术。两组在治疗前、治疗 4 周后采用简化

Fugl-Meyer 运动功能评价量表(FMA)、改良 Ashworth 痉挛量表(MAS)、改良 Bartherl 指数(MBI)量表评定治疗效

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肌张力改善有效率为96.1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9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 4 周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FMA、MBI 评分分别为(19.73±0.58)分、(45.18±4.35)分与(13.41±0.43)分、

(29.82±3.79)分，较康复治疗前的(10.72±0.94)分、(18.99±2.93)分与(10.98±0.83)分、(19.75±2.27)分明显提高，且观察

组提高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针刀松解联合运动疗法可明显降低脑血管

病偏瘫患者痉挛程度，促进运动功能的恢复，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关键词】 超声引导；针刀；运动疗法；脑血管病；偏瘫；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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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knife relaxing therapy combined with kinesitherapy under the guidance of ultrasound on
hemiplegic spasm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HUANG Fei-feng 1, CHEN Ge 1, HUANG Fang 2, SUN Fang 2, ZHENG
Qi-yuan 1. 1.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Yangx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Yangjiang 529800,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Yangjiang People's Hospital, Yangjiang 5295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ultrasonic-guided needle-knife release combined with kinesither-

apy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nd spasm caused by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52 patients, who ad-

mitted to the Brain Center of Yangxi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from August to November in 2019, were selected and di-

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26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6 cases).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kinesitherap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additionally with ultrasound-guided needle-knife release technique. Before treat-

ment and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simplified Fugl-Meyer motor function scale

(FMA), Modified Ashworth spasm scale (MAS), and Modified Bartherl Index (MBI).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muscle tone improve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6.1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76.92% in th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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