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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改进与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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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进一步提高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运行效率，降低各药房药品请领后的拒收药品品种数和药品配送过程中的

催送药品品种数。方法  分析汇总原有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不足之处，改进药品请领数量的计算公式，在根据药品销量

请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根据药品警戒库存请领窗口和短缺药品优先出库窗口。结果  改进后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与之前

相比，由于药品自动请领量过大而导致的拒收药品品种数门诊药房由 5.70±1.89 下降到 1.10±0.74，住院药房由 1.90±0.99

下降到 0.30±0.48；药品配送过程中的催送药品品种数门诊药房由 1.50±1.08 下降到 0.20±0.42，住院药房由 0.40±0.52 下

降到 0；药房药师对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满意度在门诊药房由(85.0±3.39)分上升到(96.8±2.39)分，在住院药房由(85.2± 

6.38)分上升到(97.6±2.30)分。结论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改进后，有效减少了 2 个药房由于药品自动请模块功能不完善而

导致的拒收药品品种数和催送药品品种数，提高了 2 个药房对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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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MA Weifeng, ZHOU Jianchao, GAO Shan, ZHU Junxia, YANG Wenhui, REN Yanli(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rejected drugs after request and the number of urging drugs during distribution process. METHODS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ld drug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first, then modified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the number of drugs 
requested, and added the medicine request window according to the warning inventory and the priority out of the library window 
for the shortage of drug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module, the number of rejected drugs dropped from 
5.70±1.89 to 1.10±0.74 in the outpatient pharmacy, and it dropped from 1.90±0.99 to 0.30±0.48 in the hospital pharmacy. The 
number of urging drugs dropped from 1.50±1.08 to 0.20±0.42 in the outpatient pharmacy, and it dropped from 0.40±0.52 to 0 in 
the hospital pharmacy. The score of pharmacy’s satisfaction with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increased from 85.0±3.39 
to 96.8±2.39 in the outpatient pharmacy, and it increased from 85.2±6.38 to 97.6±2.30 in the hospital pharmacy. CONCLUS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can reduce the number of rejected drugs and the number of urging drugs 
in the pharmacy effectively. It also can improve pharmacy’s satisfaction with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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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用于治疗疾病的特殊商品，为了保证

其正常供应，药房药师的日常请领和药库药师的

日常配送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不断进步[1]、医疗机构信息化[2-3]及自动化程度的

逐步提高[4-5]，传统药品请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

为了顺应形势发展，提高工作效率和药品配送的

精准度，减少药房药师在药品请领方面的低水平

重复劳动，已经有许多医院参与了新的药品请领

模式的研究[6-8]。 

传统的药品请领模式是各药房药师根据经验

填写药品请领数据，然后通过 HIS 系统的药品请

领窗口上传到药库，药库药师再根据各药房的请

领数据进行药品配送。传统药品请领模式的弊端

是各药房往往根据药师个人经验填写请领数据，

不但耗时耗力，还会造成个别药品请领数量过多

或不足，导致药房和药库工作量的增加。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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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传统药品请领模式的弊端，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从 2010 年起，已开始进行基于院内 HIS 系统

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开发，这个功能完全颠覆

了传统的药品请领模式，不再由各药房进行药品

请领后药库进行配送，而是由药库根据各药房的

药品销量主动配送。这一新功能的使用，不但解

放了药师请领药品的压力，同时也解决了传统药

品请领模式其他方面的弊端。但是随着药品自动

请领模块的不断应用，许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针对这些新问题，郑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15 年

开始对药品自动请领模块进行改进。 

1  原有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不足 

原有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工作原理是：根据

各药房的药品消耗量直接生成药品请领单据，其

工作流程见图 1。随着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运行，

许多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图 1  采用药品自动请领模块后的药品请领流程图 

Fig. 1  The flow chat of medicine request after the use of the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1.1  药品请领量计算公式设计不合理导致的个别

药品请领量过大 

原有的药品请领量计算公式为：如果 B≥C，

则 A=0；如果 BC，则 A=D。式中，A 为药房药

品请领量；B 为药房药品现存量；C 为药房药品 X d

消耗量；D 为药房药品 大库存。 

这个公式的弊端是对于一些消耗量忽大忽

小，极不稳定的药品，不能保证季节性疾病所需

的药品供应[9]。如果某个领药周期内销量突然变

小，药品请领后又生成了 1 个 大库存量，造成

药房的整体库存量过大，由于药房面积有限，导

致多余的药品会被药房拒收。而对于一些销量特

别小的品种，如果药房现存量略大于消耗量，但

是现存量又远小于 大库存量，药品请领时产生

的请领量为 0，如果此品种销量突然变大，药房又

会出现缺药。 

1.2  药品请领模块缺少短缺药品优先出库功能 

原有的药品请领模块药品出库原则是按照药

品剂型顺序出库，没有考虑到各药房对不同药品

的需求程度，造成药房急需的药品不能优先出库，

导致药房部分药品暂时会出现有账无物的现象，

从而影响药房药品调剂而导致药房向库房频繁打

电话催药的现象。 

2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改进 

针对以上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不足之处，药

库药师经过资料查阅和协商后，进行了相应改进。 

2.1  改进药品请领量的计算公式 

新的药品请领量计算公式为：如果 B≥

120%C ，则 A=0 ；如果 B120% × C<D ，则

A=Ceiling[(DB)/E，1]×E。式中，E 为药品整包

装系数；Ceiling 为舍去小数向上取整函数。 

为了克服销量突然变小药品的请领量过大问

题，把根据药品销量的请领量计算公式修改为请

领量等于 大库存量与现库存量的差值除以药品

整包装系数后向上取整，再乘以药品整包装系数。

同时为了克服药品销量上下波动造成的断货现

象，把请领条件修改成当药房药品的库存量小于

消耗量的 120%，又小于 大库存时，就会产生药

品请领量，否则，请领量为 0。 

2.2  增加警戒库存设置窗口 

为了克服某些药品销量小，但是又必不可少，

如果销量突然变大会造成缺药的品种，笔者所在

医院在原先根据消耗量请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根

据警戒库存请领的窗口，把药品销量经常异常或

销量过小的品种设置为按警戒库存发放，当药房

药品库存量低于警戒库存时，药品请领模块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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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请领数据。计算公式为：如果 B≥F，则 A=0；

如果 B<F，则 A=Ceiling[(DB)/E，1]×E，式

中 F 为警戒库存。  

2.3  增加短缺药品优先出库设置窗口 

为了克服药品出库过程中各药房由于部分药

品有账无物而出现的催药现象，在药品请领模块

上增加了短缺药品优先出库功能，设置好优先出

库系数，药房低于这个系数的药品会优先出库。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如果 B≥G%×D，则该品种

不优先出库；如果 B<G%×D，则该品种优先出库，

式中 G 为药品优先出库率。 

3  改进后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应用效果分析 

改进后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界面见图 2。对比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功能改进前 后 10 次和经过改

进并稳定运行后 初 10 次的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

由于药品请领量过大导致的部分拒收药品品种数

和由于药品有账无物导致的催药品种数，以及 2

个药房药师对这个新模块使用满意度的得分情况

(每个药房抽取 5 人，共计 10 人进行问卷调查，抽

取要求为工作满 2 年以上的药师 )，数据使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显示，改进后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与之

前相比，由于药品自动请领量过大而导致的拒收

药品品种数门诊药房由 5.70±1.89 下降到 1.10±

0.74，住院药房由 1.90±0.99 下降到 0.30±0.48；

药品配送过程中的催送药品品种数门诊药房由

1.50±1.08 下降到 0.20±0.42，住院药房由 0.40±

0.52 下降到 0；药房药师对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

满意度门诊药房由(85.0±3.39)分上升到(96.8±

2.39)分，住院药房由(85.2±6.38)分上升到(97.6±

2.30)分。由统计结果可知，使用改进的药品自动

请领模块后，2 个药房的拒收药品品种数和催送药

品品种数都有大幅度下降，另外 2 个药房药师对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满意度也有大幅度提升，统

计结果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4  讨论 

通过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改进和完善，药品请

领数据的精确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2 个药房由于药

品自动请领量过大而导致的部分拒收药品品种数和

由于有账无物导致的催药品种数都有明显下降，大

大减轻了药房和药库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各药房对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的满意度也有了大幅度提升。 

 

图 2  改进后的药品自动请领模块界面 

Fig. 2  Interface of the improved drugs automatic request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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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自动请领模块改进后偶尔还存在药房拒

收部分药品现象，并且门诊药房平均拒收品种数

高于住院药房，这并不是由于药品自动请领模块

存在缺陷，而是由于一般医院药房面积是固定的，

大库存量也相对受到限制。由于该院门诊药房

的相对面积小于住院药房，面积对 大库存量的

影响较大。为了解决 大库存与药房面积的矛盾，

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让药房在药品销量增加的情

况下增加药品的请领次数。在秦涛[6]等的研究中，

药房 大库存是根据药品销量实现电脑后台实时

刷新，而对于药房面积受限的医院来说，显然这

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药品自动请领模块改进后，在各药房药品请

领的过程中，住院药房的药品催送现象已完全消

失，但是门诊药房这种现象还偶尔存在，这主要

是由于：①门诊患者的取药现象是不间断的，并

且门诊药品使用量波动较大，而住院药房发药时

间段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上午 9:00 之后，正好

不与药品请领过程冲突，另外住院药房的药品使

用量也相对稳定；②门诊药房的面积有限， 大

库存量只能维持 3 d 的正常销量，而住院药房的

大库存量可以维持 10 d 的正常销量，当有些药品

由于药品配送公司送货不及时导致药库没有库存

时，这部分药品无法通过药品自动请领模块实现

不同药房之间的自动调剂并通过短缺药品优先出

库窗口实现紧急配送，需要药库药师进行手工操

作，会导致相对滞后。这就需要在以后的日常工

作中做好药品采购和销量的监控工作，并且继续

改进药品自动请领模块，当药库药品库存量有限

时，实现药品自动请领模块能够根据各药房对不

同药品的需求紧急程度进行药品数量的自动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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