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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奥美拉唑为模型构建基本药物处方点评体系的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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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奥美拉唑为模型构建基本药物处方点评的计算机软件体系，促进基本药物合理使用，降低药费支出，节

约医疗成本。方法  借助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院信息系统、中心审方系统、临床合理用药软件等系统收集基本药物

使用数据，通过建立基本药物处方点评模块程序，评价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和“使用合理性”。及时、准确评价基本

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改进。结果  参照基本药物处方点评要求以奥美拉唑为模型开发出基本药物处

方点评体系信息化平台。结论  以奥美拉唑为模型开发的基本药物处方点评模块程序建立了一套信息化、模块化、标准

化的处方点评体系，可供其他药品的处方信息化点评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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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odule of omeprazole for evaluating the prescriptions of essential medicin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use of essential drugs, reduce drug expenses and save medical costs. METHODS  To collect essential 
drug use data with the help of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central prescription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developed a module for evaluating the prescriptions of essential 
medicines, then evaluated the “availability” and “rationality” of essential drug use. Evaluate problems in the use of essential 
drugs in a timely and accurate manner and made intervention and improvement.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asic drug prescription review,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basic drug prescription review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omeprazole model. CONCLUSION  Based on omeprazole model, the basic drug prescription review module program has 
established an information-based, modular and standardized prescription review system,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promotion of other drug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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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许多国家均制订了本国的基本药物政策[1]，

我国政府按照“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安全、

有效、剂型适宜，价格合理，公众可公平获得”

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2009 年 8 月，我国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正式实施，相继出台了《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2009 版和 2012 版，要求政府举办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必须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

物，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也都必须按规定使用

基本药物；《江苏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考核评价

暂行办法》中规定三级综合医院配备使用的基本

药物通用名品种数占基本药物目录(含省增补药物)

通用名总数的比例原则上需≥70%；各医疗机构销

售基本药物的金额占全部药品销售总金额的比例

在现有基础上提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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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点评是根据《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

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处方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对处方书写的规范性及临床使用的适宜

性(用药适应证、药物选择、给药途径、用法用量、

药物相互作用、配伍禁忌等)进行评价，发现存在

或潜在的问题，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

进临床药物合理应用的过程，是医院持续医疗质

量改进和药品临床应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的重要手段。开展基本药

物处方点评，了解基本药物用药状况，对基本药

物制度的实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基本药物

的使用可作为反映医疗卫生机构合理用药情况的

一项指标，纳入处方点评考核[2]。 

1  方法和内容 

1.1  基本药物的梳理 

参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年版和《江苏

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补药物目录(2015 版)》[3]，

筛选出医院基本药物目录，并维护入医院信息系

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见图 1。经

过梳理发现，笔者所在医院在用基本药物品种数

533 种，符合国家对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规定的基

本药物通用名总数≥70%的配备比例。 

 
图 1  基本药物目录在 HIS 中的维护 

Fig. 1  Maintenance of essential drug list in HIS 

1.2  “可获得性”评价模块的开发 

“可获得性”评价模块可以从整体上分析处

方使用基本药物情况，在计算机系统中定义基本

药物评价指标： 

①基本药物医院总使用比例(%)=全院基本药

物使用金额(元)/全院药品使用金额(元)×100% 

②基本药物门诊处方使用比例(%)=门诊处方

有使用基本药物数量(张)/总处方数量(张)×100% 

③基本药物门诊处方使用金额比例(%)=门诊

基本药物使用金额 ( 元 )/ 门诊药品使用金额

(元)×100% 

④基本药物住院医嘱使用金额比例(%)=住院

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元)/住院药品使用金额(元)× 

100% 

⑤基本药物医保患者门诊处方使用比例(%)=

医保患者门诊处方有使用基本药物数量(张)/医保

患者总处方数量(张)×100% 

⑥基本药物医保患者门诊处方使用金额比例

(%)=医保患者门诊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元)/医保患

者门诊药品使用金额(元)×100% 

⑦基本药物医保患者住院医嘱使用金额比例

(%)=医保患者住院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元)/医保患

者住院药品使用金额(元)×100% 

⑧基本药物平均品种单价(元/种)=就诊用基

本药物金额/就诊用基本药物总数 

以上 8 项点评内容作为“可获得性”评价模

块。点评时设定需要的时间段，系统根据以上内

容自动收集和统计处方中基本药物信息汇总显示

在表格里，由此考察医院以及临床科室对基本药

物制度的执行程度。根据每月考核结果有利于医

院管理部门以及临床科室有针对性地进行持续改

进，笔者所在医院 2018 年 1 月份基本药物评价指

标及结果见图 2。 

 
图 2  基本药物评价指标及结果 

Fig. 2  Evaluation indexes and results of essential drugs 

1.3  “使用合理性”评价模块的开发 

用药合理状况的点评一般研究处方开具的规

范性与用药的适宜性以及疾病治疗方案与《国家

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下称《指南》)的一致性。

由于笔者所在医院执行电子处方，已将处方开具

的基本格式以及每种药品使用剂量、疗程等在系

统里固化，故而重点点评基本药物用药的适宜性

以及与《指南》一致性。在开发“使用合理性”

评价模块时按《指南》中疾病防治方案，将基本

药物的代码与其所防治疾病的代码等对应，系统

进行统计计算，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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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使用合理性”评价模块 

Fig. 3  Evaluation module of “rationality” 

由于疾病防治的复杂性以及基本药物品种繁

多，本着“先易后难”积累经验逐步推进的策略，

本研究评价模块以“奥美拉唑”为模型统计分析。

首先在模块维护包括奥美拉唑在内的质子泵抑制

剂属性，参照医院设定的疾病编码按《指南》防

治疾病编码以及遵循专家共识将配伍的非甾体抗

炎类药物 [4]或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5]代码维护进模

块，见图 4。 

 
图 4  奥美拉唑治疗疾病的范围 

Fig. 4  Range of omeprazole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 

从HIS中随机抽取 1个计算周期(1个月或 1 d)

的所有处方(包括住院医嘱)，模块筛选出本周期内

基本药物处方数、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处方数、

使用奥美拉唑的处方数、符合诊断(与诊断描述一

致、合并非甾体抗炎药或合并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的处方数， 后模块

计算出各使用比例，见图 5。 

 
图 5  基本药物评价指标 

Fig. 5  Evaluation indexes of essential drugs 

从图 5 可见在质子泵抑制剂选用中与诊断相

符的十梓院区和总院区处方数的比例分别为

76.96%和 73.64%，对剩余的 25%左右与诊断不符

的处方系统再抽取点评，如图 6 诊断“骨髓移植

状态”开具奥美拉唑胶囊与诊断不符，但不排除

患者在服用激素，需要调取患者以往病史进行点

评，但模块的信息化点评已经将存在疑问的处方范

围缩小，节约了人力。 

 
图 6  使用奥美拉唑但诊断不符处方 

Fig. 6  Prescription of omeprazole was used but 
inconformity with the diagnosis 

基本药物奥美拉唑在质子泵抑制剂使用的处

方张数约占 35%，通过系统抽取未使用奥美拉唑

的处方进行点评，见图 7。患者被诊断为“十二指

肠溃疡”使用了非基本药物雷贝拉唑片，类似情

况属于未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并且与铝剂不宜合

用，笔者所在医院目前有质子泵抑制剂如泮托拉

唑、艾司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兰索拉唑等几个

品种，奥美拉唑的使用率达 35%，基本药物优先

使用率也有所体现，今后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和

信息手段进一步提高基本药物优先使用率。 

 
图 7  未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的处方 

Fig. 7  Prescription of non-priority used essential drugs 

2  讨论 

目前笔者未查询到国内有类似的基本药物处

方点评的信息化平台，通过“可获得性”模型的

评价从整体上分析处方中基本药物总体用药情

况，体现了医疗机构是否优先选用基本药物，“使

用合理性”评价模块通过分析具体基本药物使用

合理情况，点评基本药物处方的规范性和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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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指南》对于某类疾病治疗的用药方案

与实际处方用药方法是否一致，评价疾病治疗方

案与《指南》的一致性，以了解基本药物的临床

应用状况。 

通过开发基本药物处方点评的计算机辅助程

序，使基本药物处方点评模块化、系统化、信息

化，节约人工统计的成本；借助 HIS[6-8]，将基本

药物的使用优先权嵌入医师工作站的开方模块、

临床路径等，一旦开具处方或医嘱，基本药物为

首选；根据计算机点评产生的结果，为医院管理

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基本药物合理使用。 

由于“使用合理性”点评比较复杂，而且基

本药物品种多，病种杂，目前基本药物处方中“使

用合理性”模块对用药的适宜性和疾病治疗方案

与《指南》一致性的点评，笔者主要以“奥美拉

唑”的适应证开展点评。由于未见关于基本药物

处方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点评的报道，整个信息

化点评体系还在不断探索、不断完善阶段，体系

中将纳入用法、用量、疗程、用药目的等合理性

判断。基本药物“使用合理性”模块点评还需进一

步探索和实践，建议组建由临床药师、审方药师、

科研药师、信息药师、慢病管理药师等人员组成的

管理团队，根据疾病诊断提供用药医嘱选项、限定

药物使用时间、限定药物使用剂量和使用频次等一

系列信息化手段使基本药物使用更规范、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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