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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

———杨云帆 仇晓威 马维娜*

【摘 要】 目的 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方法 成立品管圈圈组,通过现状调查、原因解析,明确问题

真因,制定针对性对策,从优化信息系统设置、规范药品效期管理、完善病区退换药制度和流程、健全培训考核机制四方

面予以改进。结果 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由5.83‰下降至2.45‰。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有效降低了急诊药房

近效期药品库存率,减少了药品失效情况,保障了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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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选定

针对科室 存 在 问 题,圈 员 共 提

出7个 备 选 主 题,并 从 上 级 政 策、

可行性、迫切性、圈能力四个维度,

结合权 重 法,按“5分 最 高、3分 普

通、1分最 低”进 行 打 分,选 定 得 分

最高的“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

库存 率”为 本 期 活 动 主 题。根 据

QC-Story判 定,本 期 活 动 主 题 为

问题解决型。

名词定义:药 品 有 效 期 是 指 药

品在一定贮存条件下能够保证其质

量的期限。超 出 该 期 限,药 品 的 内

在结构和效价会发生改变,少 数 药

品毒 性 增 加,多 数 药 品 疗 效 降 低。

近效期药品则是指距有效期不足6
个月的药品。近效期药品库存率即

距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药品数量占

所有药品数量的比例。

衡量指标:近 效 期 药 品 库 存 率

=近效 期 药 品 数 量/药 品 总 数 量×

100%。

选题背景:药 品 质 量 安 全 是 全

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1-2]。《“健康

中 国 2030”规 划 纲 要》[3]指 出,到

2030年,我国药品质量标准将全面

与国际接轨。药品效期管理是药品

质量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4]。近效

期药 品 在 各 家 医 院 药 剂 科 客 观 存

在[5-6]。急诊药房药品周转率较门

诊药房低,且拆零针剂多,还承担夜

间病区领药和退换药 职 能,管 理 难

度较 大。因 此,迫 切 需 要 降 低 急 诊

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 率,从 而 减 少

药 品不良事件发生,保证医疗安全,



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杨云帆 仇晓威 马维娜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第29卷 第9期(总第178期)2022年9月

ChineseHealthQualityManagement Vol.29No.9(SN178) SEP.2022  ·65   ·

图1 改善前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管理流程

图2 效期4个月~6个月的针剂药品数量多的原因

图3 效期1个月~3个月的针剂药品数量多的原因

避免医患纠纷,节约就医成本[7-9]。

2 活动计划拟定

全体圈 员 共 同 讨 论,拟 定 活 动

计划表,绘 制 甘 特 图。本 期 活 动 历

时9个月,从2020年12月1日-

2021年8月28日,每项活动由专项

责任圈员负责,全体圈员共同参与。

活动过 程 中,圈 员 严 格 按 照 PDCA
循环理念开展活动。

3 现状把握

3.1 改善前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

管理流程(图1)

3.2 现状查检

圈员列出近效期药品信息,绘制

查检表,由月末负责盘点的药师对急

诊药房近效期药品信息进行现场记

录,通过数据汇总得出,急诊药房近

效期药品数量为701件,近效期药品

库存率为5.83‰。以药品近效期长

短依次排序后绘制柏拉图,根据80/

20原则,得出本期活动主题改善重点

为:效期4个月~6个月和效期1个

月~3个月的针剂药品数量多,两者

累计百分比达86.02%。

4 设定目标

活动目标: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

库存率从5.83‰降低至2.49‰。

设定理由:圈员自行测算圈能力,

经过计算,得出本期活动圈能力为

66.60%。依据计算公式[10],目标值=
现状值-改善值=现状值-现状值×
改善重点×圈能力=5.83‰-5.83‰

×86.02%×66.60%≈2.49‰。

5 解析

5.1 原因分析(图2、图3)

5.2 要因评价

将所有末端因素进行同类项合

并,圈员制作要因评价表,采用“5-

3-1”评分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评

分,总分30分,按照80/20原则,≥

24分为要因。选定要因为:(1)周转

参数设置不合理;(2)近效期药品摆

放不规范;(3)病区退换药流程不规

范;(4)缺乏相关培训。

5.3 真因验证

圈员采 用5W2H 法,利 用 要 因

制作真因验证 查 检 表,遵 循“三 现”

原则,依 据 判 断 标 准,于2021年1
月30日-2月20日到现场再次进

行数 据 收 集 和 汇 总。经 数 据 验 证:

周转参数设置不合理、近 效 期 药 品

摆 放不规范、病区退换药流程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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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的对策拟定

真因 对策方案
评价/分

可行性 经济性 效益性 总分
 采纳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对策编号

周转参数设置不
合理

药库减少进药数量 4.0 4.0 3.3 11.3 ×

优化信息系统设置 3.8 4.0 4.5 12.3 √ 仇晓威 2021.03.01-03.21 急诊药房 对策一

定期召开协调会议 4.0 3.7 4.0 11.7 ×

改进相关工作机制和操作规程 4.0 4.0 3.5 11.5 ×

近效期药品摆放
不规范

专人专架,定期检查 4.8 5.0 4.4 14.2 √ 马维娜 2021.03.22-04.21 急诊药房 对策二

增加近效期药品标识 4.5 4.5 3.3 12.3 √ 马维娜 2021.03.22-04.21 急诊药房 对策二

使用分隔装药盒 4.5 4.0 4.5 13.0 √ 马维娜 2021.03.22-04.21 急诊药房 对策二

部门内自查,部门间互查 2.5 3.7 4.0 10.2 ×

病区退换药流程
不规范

减少病区备药品种和数量 3.7 4.1 4.1 11.9 ×

规范病区退换药制度和流程 4.5 4.5 5.0 14.0 √ 杨云帆 2021.04.19-05.16 各病区 对策三

增加病区药品管理表格 4.0 4.0 3.8 11.8 ×

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3.4 3.8 4.0 11.2 ×

缺乏相关培训 提高学习意识 3.7 3.8 4.0 11.5 ×

梳理药品效期知识 2.8 4.0 4.1 10.9 ×

进行线上培训 4.6 4.8 4.7 14.1 √ 蒲旭辉 2021.05.17-06.13 急诊药房 对策四

进行管理工具培训 4.0 4.7 4.5 13.2 √ 蒲旭辉 2021.05.17-06.13 会议室 对策四

范、缺乏相关培训均为问题真因。

6 对策拟定

全体圈 员 召 开 头 脑 风 暴 会 议,

针对真因逐一提出改进对策,并采

用“5-3-1”评分法从可行性、经济

性、效益性三方面 进 行 评 价。评 价

方法:圈员共7人,由每个人对每项

对策单一维度进行打分,然后计算

总分取平均值后作为对策单一维度

得分,最后将三个维度得分相加为

每项对策总分值。每项对策满分为

15分,根 据80/20原 则,≥12分 可

以采纳,见表1。

同时,对选定对策进行整合,共

整合为4大对策群组予以实施:(1)

优化信息系统设置;(2)规范药品效

期管理;(3)完善病区退换药制度和

流程;(4)健全培训考核机制。

7 对策实施与检讨

对策群组一:优化信息系统设置

对策实施:(1)引 入 ABC分 类

管理法,将库存药品按照使用金额

进行分类,包括重点管理 A类、一般

管理B类和放松管理C类。梳理好

品种后,在领药系统设置领药量,A
类药 品 按 3d~6d、B 类 药 品 按

7d~15d、C类 药 品 按16d~30d
消耗量领取。同时,根 据 科 室 自 身

情况进行个性化设置,将价格高、用

量少的阿替普酶由 A类改为C类,

将价格低、用量多的酚磺乙胺等从

C类改为 A类,因急诊药房空间狭

小,将占据位置较大的 B类改为 A
类,提高周转率。(2)在日常药品维

护方面,引入“高 危 效 期”概 念。将

经过 VLOOKUP函 数 处 理 后 的 数

据和医院信息系统中导出的月消耗

量等相关信息进行整合,重新嵌 入

系统,直接生成外挂报表,以此计算

效期周转率。根 据 计 算 结 果,对 于

效期<12个月的药品设置为高危效

期 A,将一个月内未使用的 药 品 设

置为高危效期B,将周转率>0.2的

药品设置为高危效期C。将整理好

的药品品种在系统中分门别类,提

醒药师多加关注。

效果:急 诊 药 房 近 效 期 药 品 库

存率从5.83‰下降到4.58‰。

对策群组二:规范药品效期管理

对策实施:(1)实 行 专 人 专 架、

专册登记,替代月末盘点登记,登记

内容包括货架责任药师、监督药师、

近效 期 药 品 数 量、使 用 完 日 期 等。

近效期药品管理精确到最小单 位,

并持续跟踪,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药品过期责任可究。(2)落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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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品管圈活动检讨与改进

活动项目 优点 缺点或今后努力方向

主题选定 解决实际工作中需改善问题 加强药品储存的精细化管理

活动计划拟定 基本按照计划执行 根据实际进一步细化

现状把握 查检表内容详细 需记录文字较多,方法有待改进

目标设定 目标设定符合实际 团队需进一步提升能力

解析 能运用品管手法进行解析 分析不够透彻

对策拟定 圈员集思广益,对策可行性较高 对策内容不够丰富

对策实施与检讨 能掌握实施要点,能及时处理突发状况 加药习惯有待进一步改进

效果确认 能通过收集数据了解改善成效 继续跟踪效果,不断完善

标准化 简洁明了,有参考价值 未对所有对策标准化

圈会运行情况 圈员准时参加会议并积极表达想法 部分圈员对品管圈认识不深刻

遗留问题 部分拆零注射剂无条码,效期追溯仪无法识别。拟引进批号追踪软件,全程跟踪

标管理,近效期药品由单一标识改

进为使用不同颜色表示效期<6个

月、<3个月和<1个月的药品。在

后续改进中,使用红色储药盒单独

放置效期<3个月的针剂,并提醒药

师优先使用。(3)针对不同效期药

品混放情况,使用分隔药盒,分隔板

两侧放置不同效期药品,效期较近

一侧 用 红 色 底 板 突 出,优 先 使 用。

(4)新增药品效期追溯仪,扫描药盒

条形码,未过期药品显示蓝色并提

示过期日期,过期药品显示红色以

提醒此药不能再使用。

效果:急 诊 药 房 近 效 期 药 品 库

存率从4.58‰下降到3.78‰。

对策群组三:完善病区退换药制度

和流程

对策实施:(1)与 护 理 部 协 商,

修订病区管理制度,要求病区近效

期药 品 必 须 提 前6个 月 到 药 房 更

换。(2)药剂科牵头成立质量安全

管理小组,定期去病区检查备用药

品,对距离失效6个月~7个月的药

品进行登记,督促病区及时更换。

效果:急 诊 药 房 近 效 期 药 品 库

存率从3.78‰下降到2.91‰。

对策群组四:健全培训考核机制

对策实施:(1)邀请医务科及护

理部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法培训,梳

理近效期药品产生原因并制订解决

方案。(2)整理药品效期相关内容,

在科内组织学习,并将相关知识发

布到药剂微信小程序,所有人员可

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并通过考

试巩固记忆,以此提升药师规范管

理药品意识。

效果:急 诊 药 房 近 效 期 药 品 库

存率从2.91‰下降到2.45‰。

8 效果确认

圈员于2021年6月30日-7月

30日再次到急诊药房收集数据进行

效果确认,近效期药品 数 量 明 显 降

低,库存率下降为2.45‰。

同时,圈员的凝聚力、责任感、解

决问题能力有了较大提升,科室人员

也对品管圈工具有了更深理解。

9 标准化

将有效对策纳入标准化,制定了

《规范效期管理作业书》《规范病区退

换药作业书》《专业知识培训考核作

业书》,修订了《病区药品、抢救车药

品管理制度》,并加以推广应用。

10 检讨与改进

活动检讨与改进见表2。

下一期活动主题:减少静脉配置

中心成品输液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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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库存率》专家点评

总体评价:
该课题为问题解决型品管圈,圈组针对急诊药房药品周转率较低、库存易积压等难题开展活动,通

过优化信息系统,引入ABC管理分类法及“高危效期”概念提高周转率,运用目视化管理有效区分近效

期药品,使用药品效期追溯仪器干预,将关口前移,加快了急诊药房近效期药品周转,降低了库存率,取

得了良好效果。

优点:
圈组选用问题解决型品管圈程序步骤正确,提出问题背景明确,通过现况把握找到了主要症结,分

析原因并找到了真因,制定了一系列对策措施,并有效落实,最终实现了预期目标,课题圆满达成。

不足:
(1)选题背景不深入;(2)解析过程逻辑不缜密。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  曾艺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