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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智能医药供应链管理平台，并探索医药供应链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方法  梳理医疗机构传统药品供

应链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智能医药供应链管理平台的思路。同时，系统介绍了该平台的架构与管理，并评价

了其应用效果。结果  该平台实施后，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提升了医院药品供应链环节水平，提高了药品供应链环节工

作效率，实现了医疗机构、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医药企业之间药品信息互联互通，实现了三方之间“资源共享、

技术扶持”，并实现了区域内药品供应链全流程可追溯。结论  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医药供应链管理平台有助于

推进医院数智化改革，加强药事管理水平，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具有行业内广泛推广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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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New Intelligent Medic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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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n intelligent medic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explore the 
closed-loop management model of the entire medical supply chain process. METHODS  Identify the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dru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model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pose the idea of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medic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latform. At the same tim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of this platform and evaluates 
its application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notable enhancements had been observed in the 
hospital drug supply chain regarding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Moreover, the work efficiency of the hospital drug supply 
chain had been improved, facilitated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rug information between medical institutions, designated medic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he platform had successfully facilitated “resource 
shar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among these three entities, enabling comprehensive traceability of the entire drug supply chain 
within the region. CONCLUSION  Building an intelligent medic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latform bas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help promote digital reform in hospitals, strengthen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levels, improve 
medical service quality and ha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value within the industry. 
KEYWORDS: medical supply chain; informatization; closed-loop full process; QR cod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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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供应链是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的重要环

节，也是医疗改革和创新的关键领域。然而，传

统的药品供应链管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如多个

环节仍然依靠手工操作，医院与定点医疗机构和

定点药店(以下简称“两定机构”)的医疗保障信息

平台、配送企业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化沟通

机制，易形成信息孤岛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智

能药品供应链闭环管理平台成为一种有效的药品

流通创新模式，它能够实现药品信息的全程可追

溯、可监控和可优化，提高了医院药品供应链的

效率和质量。随着政府对医疗信息化支撑的重视，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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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服

务中，推进了智慧医院建设和医院信息标准化建

设[1-2]。同时，药品零加成政策[3]、两票制管理制

度[4]的实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师法(送审稿)》
的成型[5]，都对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医院药品供应链管理工作的科学化、高效化

和经济化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利用

计算机信息技术对药品供应链进行智能化管理已

经成为提高药库管理水平和质量、满足管理精细

化和信息化需求的必要手段[6-7]。杭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 2023 年药品品种数达 1 500 种左右；2022 年

药品采购总金额>5 亿元，占医院总收入约 30%。

2022 年整年涉及医保信息条维护近万条。目前，

笔者所在医院是杭州市属医院中首家推行智慧医

药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医院。本研究将探讨智能化

药品供应链闭环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实现，旨在为

医院药品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一种更为高效、科

学的解决方案。 
1  医疗机构药品供应链现状分析 

医疗机构的药品供应链是保障医疗质量和安

全的重要环节，也是医疗改革和创新的关键领域。

目前医疗机构药品供应链管理普遍还存在着信息

化、数字化水平较为落后，主要依靠人力，工作

流程繁琐，需要消耗大量时间成本等问题[8]。随着

医药市场的竞争加剧和患者需求的多样化，医疗

机构迫切需要提高药品供应链的外部效率和内部

效率，实现药品流通的快速、准确、透明和合理。 
其中，医院与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及

配送企业存在着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认、系统

分割、难以共享、区域封闭、孤岛现象突出等问

题[9]。这些问题会导致：①采购信息传递效率低下，

导致采购订单延误或错漏，影响医院物资供应的

及时性和准确性。②采购数据信息不对称，导致

医院无法及时掌握供应商的资质、价格、库存等

情况，影响医院的采购决策和成本控制。③采购

业务流程不规范，导致医院无法有效监督和管理

供应商的履约情况，影响医院的质量安全和合规

风险。④采购数据信息无法留存，导致医院无法

进行有效的数据分析和评价，影响医院的运营效

率和服务水平。 
此外，在医院内部药品采购、验收、入库、

出库环节中，由于信息化数字化较为落后，还存

在以下几个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的环节：①药品

库存管理：由于缺乏精准有效的需求预测和库存

控制方法，导致医院药房或仓库出现过多或过少

的库存现象，造成资金占用或断货风险。②药品

验收入库：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数字化验收入库

流程和标准，导致验收入库工作耗时长、人力多、

错误率高。③药品信息养护：由于缺乏及时有效

的药品信息更新机制和手段(如包装更改、价格调

整、医保变动、效期管理等)，导致药房或仓库内

存在过期失效或错误标识的药品。④发票管理：

由于缺乏无纸化发票管理系统和手段，导致发票

开具和报销工作繁琐复杂。 
虽然已经有部分医院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尝

试，比如应用供应—加工—配送(supply-processing- 
distribution，SPD)供应链管理模式进行信息化管理

以提升效率[10-12]，该模式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上述问题，但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存在着

一些缺点和挑战，比如：①医院与供应商之间仍

然缺乏有效的信息化沟通机制，导致信息不能及

时共享和交换。②SPD 管理系统作为第三方平台，

医院对 SPD 运营商的监管和考核标准不明确，难

以保证服务质量和效果。③SPD 运营商面临着人

员素质不高、设备更新不及时、成本压力大等问

题 。 ④ SPD 系 统 与 医 院 信 息 系 统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等其他信息系统的对接和

兼容性还有待完善，数据安全性无法保证。 
基于以上现状分析，亟需建立一个由医疗机

构主导的现代化、数字化、信息化的智能药品供

应链管理新平台。 
2  智能医药供应链全流程闭环管理新平台的建设 
2.1  系统运行环境 
2.1.1  系统运行的硬件环境  计算机 1 台；具有

扫 描 功 能 的 手 持 移 动 终 端 (enterprise digital 
assistant，EDA)；无线网络；无线接收器。 
2.1.2  系统运行的软件环境  该软件系统的实现

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采用 PowerBuilder
语言和数据库 Oracle 二层框架开发后台处理逻辑，

利用甘特图和 PERT 图工具进行项目管理和依赖管

理。②采用 Oracle 数据库存储各种数据，通过二层

应用框架进行数据库操作和映射。③采用 HTML、

CSS 及 JavaScript 等前端技术开发用户界面，利用

Vue.js 框架进行页面布局和样式设计。④采用医院

私有云服务器部署系统，利用一种基于分布式系统

Nginx 实现负载均衡和高可用性。⑤采用二维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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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药品进行标识和识别，利用 Barcode 程序生成

和解析二维码。合作开发单位：联众智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2  三流合一的数据交互平台 

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和 HIS 之间的药

品数据采购订单涉及药品编码、名称、规格、单

位、价格、数量等多种信息，需要遵循国家或地

方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

性[13]。在实现数据交互之前，首先需要对 HIS 内

部的药品信息和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产品

ID 码进行数据清洗和格式转换，统一设置成两定

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产品 ID 码，见图 1。为保

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匹配性，且避免通过外网进

行数据传输的安全隐患，本平台采用程序对照工

具，对比采购平台的目录和医院的目录，数据匹

配算法可以根据药品名称、规格、厂家等关键信

息进行匹配，然后将匹配结果写入介质表。 后

使用调用服务的方式，一键导入介质表数据到两

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进行更新。数据交互路

线见图 2。 
 

 
 

图 1  更新后的院内药品目录与采购平台目录对照 
Fig.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pdated hospital drug catalog and the procurement platform catalog 
 

 
 

图 2  数据交互路线 
Fig. 2  Data exchang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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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键采购模块 
本系统根据各二级部门提交的药品申领清

单，自动汇总生成初步的采购订单，并显示当前

库存数量。经过人工审核确认无误后，可一键导

入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进行在线下单操

作。下单成功后，本系统可直接生成相应的入库

二维码，方便后续的入库管理。 
2.4  物流信息监测模块 

本系统可以通过 pad 终端设备，实时查看物流

公司对药品的配送情况，以及医院对药品的收货

情况。如果出现二维码丢失或损坏的情况，本系

统还可以通过 pad 端重新接收二维码信息，保证药

品的信息完整。 
2.5  验收入库模块 

本系统支持为多票单据生成一个入库二维

码，应用二维码技术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和记录

药品的信息，避免人为因素带来的问题[14]。具体

的二维码信息编码规则见图 3。二维码将与药品一

同由物流公司送至医院药库。药库工作人员使用

手持设备扫描二维码，可以自动获取药品的基本

信息(包括药品识别码，药品名称、规格、剂型、

产地、价格、数量、件数、包装数量、批号、效

期，配送企业等信息)，并与采购订单进行对比，

确认无误后，可以一键完成入库操作。 
2.6  药品信息养护模块 

药品信息养护是医院管理信息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够及时准确地更新药品的相关信息，对于

提高医院的管理效率和降低医疗成本具有重要意

义[15]。本节将介绍药品信息养护模块，并详细探讨

药品价格调整、药品包装更改 2 个方面的内容。 
2.6.1  药品价格调整  药品价格是医疗成本的重

要组成部分，价格调整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于医

院管理至关重要。本系统通过与医保局下发调价

文件的数据比对，导入调价模板，并通过 HIS 的

自动匹配功能实现价格的快速更新，见图 4。医保

局下发文件中有 277 项药品调价与笔者所在医院 
 

 
 

图 3  二维码编码规则 
Fig. 3  QR code encod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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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药品调价流程 
Fig. 4  Drug price adjustment process 
 

相关，并成功进行一键调价。 
2.6.2  药品包装更改  药品的包装变更是常见的

情况之一，及时更新药品的包装信息对于医院库

存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系统能够及时推送药品

包装的变更，并更新药品的相关信息。同时，本

系统还提供了药品新旧包装对比查询，为医院管

理提供了参考依据，见图 5。 

3  讨论 
3.1  实现信息互享互通 

该平台实现了浙江省医院药品信息与两定

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产品 ID 码的精确匹配，

为医疗机构、两定机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医药

企业之间的药品信息互联互通提供了技术支持，

见图 6。本系统可通过两定平台上药品唯一的产品 
 

 
 

图 5  药品包装变更 
Fig. 5  Drug packaging changes 
 

 
 

图 6  数据交互平台实施前后工作模式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work mode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data exchang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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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码，商业公司与医院系统各自关联，商业公司

从两定平台获取医院药品采购订单信息以后，通

过 ID 码转化成公司内对应的药品信息，根据订单

把相应药品配送到医院，附带 ID 码关联的药品信

息二维码，医院通过扫描读取二维码信息，根据

关联的产品 ID 码转化成院内药品信息进行入库。

通过产品 ID 码可以实时追踪到从商业公司到医院

全流程的药品流转信息。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和安全性，该平台建立了安全的数据交换和共享

机制，并且建立了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应用能力，

以确保数据的高效处理和使用。 
3.2  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降低医院运

行成本 
该平台自 2021 年 8 月正式开始投入使用。该

平台的使用实现了采购订单一键下单，药品到货

一键入库，一键更新药品信息等功能，简化了多

个药品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工作流程，使得医院药

品采购流程更加简便、高效，避免了传统采购方

式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该

平台实施之前，药库每周大采购下订单工作人员

平均所需工作时长为 1 795 min，实施该平台后平

均工作时长缩短为 257.5 min，显著提高了医院药

品采购的效率。实施新平台后，药库工作人员由 6
人精简为 5 人。此外，以新平台实施前后 6 个月

的库存周转率为例(图 7)，并进行统计学分析(T 检

验)，可以发现新平台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医院药

品库存周转率(P<0.05)，降低医院的运行成本。从

而实现医院内药品管理的现代化和自动化，符合

当前医改要求。 
3.3  有利于过程回查 

该平台实现了区域内药品供应链全流程可追

溯，对医院药事管理和监管部门的过程回查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在该平台的使用过程中，每个药

品流通环节均进行了信息化管理，可以实现药品

全流程的跟踪和回溯，确保药品安全和质量。 
3.4  具有普适性，在行业间易推广 

该平台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普适

性，在行业间易推广。该平台可以应用于不同的

医疗机构和药品供应链管理场景，尤其是该平台

的二维码编码规则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推广问

题，预留了不同医院对应的序号位列，可在笔者

所在医院所相关的医联体甚至全省范围内广泛推

广。商业公司从两定平台获取医院药品采购订单

信息以后，通过 ID 码转化成公司内对应的药品信

息，下载到商业公司 ERP 系统里，根据医院的药

物信息，把所有的药品信息包括品名、规格、批

号、数量、发票号码等，根据软件要求，由各个

字段排好序，生成好之后推送到打印标签的打印

机上，打印二维码标签。因为各家医院都是通过同

一个两定平台采购，只要院内药品信息通过产品 ID
号关联，再接收端系统增加扫码插件，可实现区域

内其他医院的药品信息实时导入其相应系统。通过

推广该平台，可以提高药品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和精

确度，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综上所述，本研究介绍了智能医药供应链管

理新平台的构建和实施，该平台利用信息技术标

准化了从药品采购订单生成到发放养护等流程，

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该平台

实现了医疗机构，采购平台、配送企业的数据安

全互通，避免信息孤岛，顺应了国家的药品质量

控制和药品可追溯的要求[16]，可为其他医疗机构

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本平台仍存在以下不足， 
 

 
 

图 7  平台实施前后库存周转率变化 
Fig. 7  Comparison of inventory turnover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data exchang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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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药品采购订单生成环节，仍然采取二级部

门上报需求再进行精简的方式，未能实现药库零

库存周转，有待继续进行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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