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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医院新制剂的研究和开发将成为制剂工作的中

心
。

制剂室将以开发临床疗效好
,

市场又不易供应

的非标制剂作为发展方 向
。

还更要求制剂
、

药检人

员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
,

同时医院加大力 度改

善硬件和科研设施
,

只有这样医院制剂才能迎接新

世纪
、

新形势下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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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是医院面 向病人服务的重要窗口 之一
,

其

服务质量的优劣
,

直接影 响到医院的整体形象和声

誉
。

如何全面提高药房服务质量
,

减少或杜绝调剂

差错
,

保证患者安全
、

合理用药
,

是值得每个药剂师

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

本文针对有关药房调剂差错发

生的类型
、

原因进行分析
,

并提出相应对策
,

供参考
。

� 调剂差错的类型及原 因分析

调剂差错的类型及原因有多种
,

如医师处方错

误
,

药师把关不严及发错药品
,

护士核对有误或加错

药品
,

病人看错或听错用法与用量
,

等等
。

调剂差错

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不容忽视
,

不但会给病人及其家

属带来损害
,

影响到病人对医院的信任感
,

同时也会

影响到责任者的情绪甚至前程
。

药师的职责是确保

病人合理用药
。

因此
,

药师在防止药品调剂差错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药房窗 口容易遇到的调剂

差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

� 医师处方错误未被纠正

医师处方错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

� 医师书写

性差错
,

如 �
将药物名称

、

剂量
、

剂型
、

用量
、

给药途

径
、

给药次数写错或未写清
。

� 医师对所用药品不

熟悉
,

如
�
同一种药物的不 同商品名

,

同类药物的不

同品种
,

不同科室的医师同开一种药品
,

造成重复用

药 �肠溶药片册开分次服用 �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毒副

作用
,

配伍禁忌等
。

� 医师对用药政策不熟悉
,

如
�

医保病人超范围用药
、

超剂量用药
,

等
。

若药师在调剂审方时不细致或不够专业
,

不及

时纠正处方错误
,

就会发生调剂差错
。

�
�

� 药师配错药品

由于视觉差造成的差错
。

有些药品的名称十分

相似
,

一些药品的标签
、

外观包装也非常相似
,

部分

医生处方潦草
、

书写不规范
,

易造成调剂者配错药

品
。

调剂者的身体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
,

更易出现

差错
。

由于摆放位置改变造成的差错
。

通常情况下
,

药品摆放都有固定的位置
,

但要是突然更换位置
,

或

者将其它药品混人其中
,

调剂者不仔细仍按原位置

取药就容易出错
。

因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足造成的差

错
,

这在从事调剂工作初期较易发生
。

�
�

� 药师发 药时交待不清

如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培高利特片 � 商品名

协良行 �
,

有 �� 林�
、��� 卜� 和 �� �� 协�� 种规格

。

病人

口服该药时
,

最初 � 天应从每日 �� 林� 开始
,

其后 ��

天每隔 � 天每 日增加 ��� 林� 或 巧� 林�
,

然后每隔 �

天每日增加 ��� 卜�
,

直至理想的治疗剂量
。

如果发

药时未向病人及家属交待清楚
,

使病人服药的剂量

与医嘱不符
,

服药剂量过大
,

即可能引起明显的房性

早搏和窦性过速
、

体位性或持久性低血压
。

还有
,

地

高辛的用法与用量也较特殊
,

通常每 日服 � 次
,

每次

�
�

��� 一 �
�

�� � � �半片 一 � 片 �
。

若发药时交待不清
,

或在药袋写成一 日 � 次
,

每次 � 片
,

病人服药过量
,

易造成洋地黄中毒
,

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
。

许多药品包装上的用法与用量写法也容易使病

人用错药
,

如每次 � � �
、

每次 � �� 等
,

一些病人及其

家属看不明白
,

误解为每次 � 片和每次 � 支
,

造成服

药剂量过大
。

�
�

� 药品质量问题

一些有效期药品如抗生素物
、

生化药物等
,

在效

期快到时配发 出药房
,

或病人保管不当
,

在服药期间

就造成药品过期或变质
,

引起病人投诉
。

一些药品因生产工艺不佳
、

保管不当等原因引



起变质
,

如花片
、

泛色
、

吸潮
、

霉变等
,

但在配药时并

未检查发现
。

发出的药品因包装简陋或包装袋不牢
,

在病人

取药后或回家途中赞成散失或破碎
,

而引发纠纷
。

� 防止调剂差错的对策

�
�

� 加 强责任心
,

严格执行配方制度

要防止调剂差错
,

首先药房调剂人员必须充分

认识到发生差错的危害性
,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思想
,

对病人负有高度的责任感
,

严格遵循操作规

范及配方制度
,

并把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

真正做

好
”

三查
”

和
”

七对
” 。

培养认真细致
、

严谨扎实的工

作作风
。

在此前提下
,

应建立适合于本院实际工作

条件的调配工作制度及规范服务条例
。

这是防止调

剂差错最根本的措施
。

另外
,

药房调剂人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和生理

状况
,

不宜超负荷调剂工作
。

调剂工作环境应保持

整洁
、

明亮
、

安静
,

避免对调剂者工作的干扰
。

�
�

� 加强业务培训
,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药房调剂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药物知识和较高

的业务水平
。

应积极参与药学专业的继续再教育
,

加强医药学知识的学习
,

不断提高专业基础知识
,

这

对于识别处方错误
、

合理用药等
,

有着很大的益处
。

调剂人员应熟悉处方过程
、

配方发药的规律和

步骤
。

调剂处方前
,

对处方字迹模糊的内容
,

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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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或猜想
,

发现问题应及时与医师联系
,

核对无误

后再行配方
。

�
�

� 合理调整 药品货位架
,

增设警示标志

药品位置除按剂型
、

用途
、

习惯摆放外
,

还应注

意将易搞错的药品分开放置
。

应经常性检查药架上

的药品是否摆放无误
。

对近效期药品应设有标牌提

示
,

防止过期的药品发放给患者
。

总之
,

防止药房调剂差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

工作
,

医院药学工作者应积级采取有效措施
,

降低差

错的发生率
。

近年来出现的
“

优 良药房工作准则
”

�� � � � � � �� � �� ��� � ��� �
,

� � � �
,

对药房服务质量的

提高和完善
,

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了
。

目前正

在推行的门诊药房敞开式服务形式
,

已得到专家们

在理论上 的论证石’了和消费者的认同
。

计算机网络

技术在医院药房的实施
,

对促进合理用药
,

推广药物

利用的研究
,

合理调整用药结构
,

提高服务质量
,

减

少调剂差错将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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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批云硒冲剂硒含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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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常用的硒含量测定方法有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法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
、

催化褪色光度法〔‘〕

等
。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需

要复杂的设备条件
,

在一般的单位难以开展 �而催化

褪色光度法操作安全性差
。

本实验采用 � �  荧光

光度法对云硒冲剂中硒含量进行了测定
,

结果稳定
,

精密度高
,

影响因素少
,

而且设备较其它方法简单常

见
,

危险性又小
,

适于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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