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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 
 

搭载 PDA 的智能加药系统在中心药房的应用 
    

王尧，包其，王永，沈国荣*(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 215000) 
 

摘要：目的  建立智能加药系统(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DSMS)在中心药房的应用，实现口服药品从请领验

收到加药入库全流程的智能、高效的工作效率。方法  介绍 DSMS 的模块组成及功能设计，并将其用于拆零口服药的库

存管理工作中，比较该系统使用前后 1 个月的各项工作指标。结果  该系统具备药品请领、验收入库、药品留样、设备

加药、药品盘点、剥药记录打印、药品质量追踪等功能。启用 DSMS 后，药品请领、验收入库、药品留样、设备加药、

药品盘点、剥药记录打印等操作由人工变为智能，节约了人力成本，每种药品的加药入库时间较原来人工操作时间大大

缩短，平均每种药品的加药时间由原来的(3.20±0.25)min 缩短为(1.56±0.19)min，加药差错数量降为 0。结论  DSMS 工作

稳定性好、操作便捷，在中心药房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建设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其他医院中心药房拆零药品智能化管理

起到了借鉴和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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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with PDA in Central Pharmacy 
 
WANG Yao, BAO Qi, WANG Yong, SHEN Guorong*(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et up the application of 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DSMS) in the central pharmacy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work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oral medicine receiving from application for 
acceptance and warehousing. METHODS  The modul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design of DSMS were introduced, and it was 
used in the inventory management of unpacked oral drugs. The working indexes of the system before and after one month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ystem had the functions of drug requisition, acceptance and warehousing, drug sample retention, 
equipment dosing, drug inventory, drug stripping record printing, drug quality tracking, etc. After the DSMS was enabled, the 
operation of drug requisition, acceptance and warehousing, drug sample retention, equipment dosing, drug inventory and drug 
stripping record printing was changed from manual to intelligent, which saved human resources. The time of drug storage was 
greatly shorter than the original manual operation time, and the average time of drug addition was shortened from the original 
(3.20±0.25)min to (1.56±0.19)min, and the number of drug addition errors was reduced down to 0. CONCLUSION  The DSMS 
has good stability and convenient operation, which plays a driving role in the autom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pharmacy, and plays a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role in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the central pharmacy of other hospitals. 
KEYWORDS: central pharmacy; 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full-automatic subcontracting machine; drug un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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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剂量口服药集中摆药模式在中国已有几十

年的历史，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医院选择

使用自动分包机来完成住院患者口服药的调配工

作，不仅节省了人工调配的工作量，还提高了包

药速度，使药品分包更高效、安全[1-2]。单剂量分

包的药品由于提前拆零的特性，其验收入库、剥

药、补药及日常质量追踪是拆零药品管理的重要环

节，也是保证药品质量和临床用药安全的关键所

在。随着医院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医

院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国

内外医疗领域信息化建设的趋势，国内多家大型

医疗机构已经将条形码技术应用于医院管理中，

涵盖于药库验收、门诊药房验收及药品发放等领

域[3-10]。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药房独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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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套应用于拆零口服药品的智能加药系统(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DSMS)，并联合 PDA
条码技术实现了拆零口服药品从药品请领、验收入

库、药品留样、设备加药等各环节的智能匹配，该

技术在国内尚未见相关报道。目前该系统已在中

心药房顺利进行，现就该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情况

介绍如下。 
1  软件设计与硬件组成 
1.1  软件设计 

DSMS 的软件设计是将药品请领、验收入

库、药品留样、设备加药、剥药记录打印、药品

盘点工作由人工操作过渡到机器执行的模式。该

系统利用条码技术，结合全自动分包机的药品闭

环管理，实现了拆零药品的智能化管理。软件系

统包括 PDA 部分的功能软件和 PC 部分的管理

软件 2 大模块，PC 端管理软件负责药品的请领，

批号、有效期、数量的核对验收，生成药品条码，

能实时进行库存盘点，并能完成剥药日志、库

存盘点、药品质量等报表打印；PDA 功能软件

可以对药品条码进行扫描，获取药品信息，核对

验收批号、有效期、数量，生成药品条码，药品

纸盒拍照留样，扫码匹配分包机内的药盒完成加

药过程，还可扫描分包机药品落位码查看当前

药品的批号效期和加药人员。该系统的信息接

口采用了 WebService 方式，软件开发语言为 C#，

设计模式以状态模式为主。使用 DSMS 后药品

的加药流程见图 1。 
1.2  硬件组成 

DSMS 的硬件设备由手持 PDA、打印机、PC、

全自动分包机 4 部分组成。 

2  功能介绍 
DSMS 的功能主要包括药品请领、验收入库、

药品留样、设备加药、剥药记录打印和药品质量追

踪，该系统的特点主要是尽可能省去繁琐的人工操

作，通过成像技术、扫码技术、网络技术，依托配

套软件，将领药、加药过程及周边工作实现了智能

化和自动化。 
2.1  药品请领 

在新系统未使用前，药师需要对近 400 种药

品逐一排查，手写领药单，在建立 DSMS 后，只

需选择“生成请领单”，就会自动显示出需补充的

药品清单，该清单是系统自动调取分包机软件中

库存低于下限，且去除了滞销和近效期药品后自

动汇总生成，每种药品的请领数量在药品设置中

预先设置好，呈默认状态，药师亦可根据当日领

药实际情况做出修改，清单审核后，点击“确认

请领”自动打印出请领单，完成药品请领工作。 
2.2  验收入库   

药品验收操作可以任选 PC 端或是 PDA 端完

成。两者入库模式大致相同，区别在于 PC 端是从

药品清单中调取，而 PDA 是通过扫描药品包装盒

上的条码调取。 
2.2.1  PC 端验收  新系统中的“请领单验收”会

显示一列药品清单，此清单即为前一日领药清单，

选择药品名称，右侧界面会自动显示该药品前一

次入库的批号、有效期以及本次请领的数量，药

师核对本次入库信息，有变化时可做修改，亦可

通过选中“添加请领”临时增加不在请领单中的

药品。入库信息审核无误后点击“验收入库”，完

成入库操作。PC 端验收入库界面见图 2。 

 
图 1  使用智能加药系统后的加药流程 
Fig. 1  Dosing flow after using 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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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C 端验收界面 
Fig. 2  PC interface for acceptance 

 

2.2.2  PDA 验收  进入 PDA 的“药品验收”模块，

扫描药盒上的条码读取药品信息，填入药品批号、

有效期、数量，点击“保存”，完成入库操作。PDA
验收入库界面见图 3。 

 
 

图 3  PDA 端验收界面 
Fig. 3  PDA interface for acceptance 

 

在完成验收入库后，均会自动打印出带有药

品条形码的药品信息标签，见图 4。 

 
图 4  药品信息标签 
Fig. 4  Drug information label 

2.3  药品留样   
在日常工作中，药师需要对每日所剥药品

的 小外包装盒进行留存，目前国内各家医院

仍停留在留存实物阶段，对于药师来说，留样工

作不仅费时费力，还占用了巨大空间。该软件系

统利用 PDA 将纸盒拍照留存，所有留样照片均备

份于服务器，可随时对药品的批号信息进行追溯。 
打开 PDA“留样拍照”功能，扫描药品条码

纸，识别出药品名称，然后对纸盒拍照，照片保

存于 PDA 内存和服务器中，见图 5。 
 

 
 

图 5  药品留样拍照界面 
Fig. 5  Drug sample retention and photo taking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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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备加药   
在未上新系统前，加药操作都是依靠药师人

眼核对完成。在启用新系统后，PDA 先扫描药品

条码纸，再扫描分包机药盒条码与之匹配，见图 6，

PDA 提示“验证成功”，即药品与其药盒匹配成功，

药师将剥好的药片装入药盒，放回分包机内，继

续扫描分包机上的落位码，显示“验证成功”则

真正完成了药品入库。 
2.5  剥药记录打印 

在完成所有领药入库后，使用报表功能中的

“剥药记录”，可自动打印出当天的剥药记录，见

图 7，记录中包含日期、药名、规格、生产厂家、

批号、有效期、加药数量、操作人和核对人等信

息。自动打印“剥药记录”省去了人工抄写的繁

琐过程，既准确又高效，而且还可以调取任意 1
天的剥药清单。报表功能中的“药品盘点”，也可

对分包机内的药片进行实时盘点。 
2.6  其他功能 
2.6.1  请领设置  该功能主要是分包机内当前药

品或是新注册药品的属性设置，包括包装条码、

单次加药量、包装规格、请领基数、吸潮系数、

库存权重、消耗权重等，见图 8。药品诸多参数的

设定是为了保证请领药品更科学、准确。 
2.6.2  留样查看  扫描分包机任一药品落位码，

即可迅速获取当前药盒内药品的信息及药品纸盒

照片，包括名称、规格、厂家、批号、有效期、

当前库存量、操作人、核对人及加药时间。 
2.6.3  药品质量追踪  定期考察分包机内药品的

质量也是日常工作的重点。该系统能够自动筛选

出拆零时间较长、近有效期和滞销的药品作为重

点考察对象[1]，药师可以按照筛选出的药品清单去

逐项考察药品质量情况，如吸湿、变形、变色、

黏连、溶化、发霉、结晶析出、边缘不整、松片

裂片等，见图 9。 
3  系统维护 
3.1  软件信息维护 

在有新药品进入医嘱或是原有药品受到调

价、厂家变更、包装规格改变等因素发生编码变

更时，须及时进入“请领设置”中新增或修改药

品信息。 

 
图 6  设备加药界面 
Fig. 6  Equipment dosing interface  

 
图 7  剥药日志打印表 
Fig. 7  Printing table for drug stripping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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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药品请领设置 
Fig. 8  Drug requisition settings 

 

 
图 9  药品质量追踪 
Fig. 9  Tracking of drug quality 

 

3.2  硬件设备维护 
药品信息标签使用的是热敏纸打印机，在纸

张余量不足时会发出报警，需及时补充标签纸。

当药品厂家改变时，原有的分包机药盒的开槽无

法满足新药片形状时，会选用其他备用的药盒与

之匹配，所以药盒上的条码需及时维护，才能不

妨碍 PDA 在加药时的扫码匹配。由于 PDA 内存

有限，大量的留样照片会占据仅有的存储空间，

内存不足时将无法使用 PDA 功能，所以当留样照

片同步备份至服务器后，需定时清理照片，为 PDA
留出足够的内存。 
4  使用效果 
4.1  加药速度提高、加药差错减少 

目前，中国医院的单剂量分包机在加药环节

仍采用人工加药，各环节会存在来自人为因素的差

错风险，如加药数量不准确、加错药盒、留存的有

效期信息与当前药品不相符、剥药记录不规范[4-5,10]

等。医院只有加强设备和人员管理，加强工作人员

责任心，才能尽量避免上述差错。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中心药房拆零口服药品有近 400 种，应

用 DSMS，加药人员可由原来的 2 人改变为 1 人

操作，1 人核对，人工加药的工序简化了，加药时

长缩短，加药差错率降低，同时避免了操作人员

的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安全隐患，节约了人力资源。

对比分析使用系统前 2019 年 3 月和使用系统后

2019 年 6 月的加药效率(使用系统前的计算方式为

统计 1 个月内的平均每个药品的人工加药耗时，

包括人工录入批号、有效期、数量，加入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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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药品外包装盒，书写当天剥药日志；使用系

统后的计算方式为统计 1 个月内的平均每个药品

的设备加药耗时，包括验收入库、加药留样、设

备加药、打印剥药记录和差错。结果使用系统前

平均每个药品的加药时间为(3.20±0.25)min，使用

系统后缩短为(1.56±0.19)min，与使用系统前相比，

平均每个药品加药时间明显减少(P<0.01)，表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由于使用条码识别技

术和自动匹配功能，使用系统后，未发生加药数

量差错和混药差错。使用 DSMS 前后工作指标比

较结果见表 1。 
 

表 1  使用智能加药系统前后 30 d 内工作指标比较结果 
Tab. 1  Result of comparison of work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drug sub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in 30 d 

时段 
加药 

人数/人 
平均每个药品 
加药时间/min 

差错 
次数/次 

使用系统前 2 3.20±0.25 2 
使用系统后 1  1.56±0.191) 0 

注：与使用系统前相比，P<0.01。 
Note: Compared with before using system, P<0.01. 

 

4.2  加药流程的优化 
DSMS 的使用实现了拆零口服药品加药流程

的智能优化，新流程与原流程相比，减少了原有的

人工领药、人工核对加药、人工留存纸盒、人工抄

写剥药记录这几项人工操作，不仅大幅度缩短了工

作时间，还减少了关键环节上人为因素的误差。 
5  讨论 

DSMS 系统是专为自动药品分包机的药品闭

环管理开发的管理系统。它实现了药品的自动请

领、验收入库、加药核对、储存管理、药品追踪

等全流程控制，使拆零药品的痕迹管理落实到位。

此系统不仅实现了药品精准请领，防止药品的浪

费，还提高了请领计划的科学性，避免人工的经

验领药，大大缩短了领药时间，使领药过程更标

准化。在加药环节中通过对药品、药盒和落位码

的条码匹配，保证了补药环节的准确性，防止误

加引起的药疗事故，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2]。留样

拍照功能简化了原来保存药品纸盒的工作，而且

可以长期储存，为药品追溯提供了条件。报表功

能节省了人工抄写记录的时间和精力，且保证了

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其他如库存盘点记录、

质量追踪记录也给库存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

捷。通过 DSMS 系统实现设备从领药到加药再到

日常质量监控，避免了经验主义带来的差错影响，

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拆零药品的

管理更科学、准确，使医院拆零药品管理转变为

更加灵活、高效的动态管理模式[7,10-11]。 
该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如目前

验收环节中的批号、有效期仍以手工录入为主，

今后将考虑引入医院运营管理系统接口，自动导

入药品批号信息，减少人工操作环节，减少人为

因素带来的差错；利用 PDA 条码扫描功能，考虑

在药袋分包信息的追踪方面开发其优势，通过扫

描药袋上的条码主动获取药袋的分包信息，如袋

内药品的批号、有效期、厂家信息、加药时间、

加药人员等，以便于追溯管理、痕迹管理[9]。DSMS
在中国尚属全新尝试，希望能为医院的拆零口服

药的加药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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