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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

全 自动单剂量摆药机实施效果评价

杨文 宇 、 陈 磊 、余规平 戴 映
’

， 宋洪涛 、 南京 军区福 州 总 医院 福 建 福 州 沈 阳药科大学 辽 宁

沈 阳

摘要 目 的 评价全 自 动单剂量摆药机在我院住院药房 的实施效果 。 方 法 对比 我院住院 药房全 自动 药品单剂 量分

包机和全 自 动针 剂摆药机使用前 、
后 个工作 日 内

，
个科室 种摆药模式 的用 时差 异 。 结果 片 剂机器摆药总用时均较人

工摆药总用时 由 （ ± 减少 至 （ ± 针剂机器摆药 总用时均较人工摆药总用时 由 （ ±

减少至 （
± 片剂摆药药 师由 原来 的 人减少至 人 针剂摆 药药师 由原来的 人减少至 人 。 结 论 全 自 动

单剂量摆药机具有具有方便 、
卫生 、快捷 、准确等优点 提高 了 医院药学服务水平 是 医 院药房 的发展趋势 。

关键词 全 自动单剂量摆药机 ；
全 自动药 品单剂量 分包机 ；全 自 动针剂摆药机 ；住院药房 ；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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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自 动单剂量摆药机具有效率高 、用药准确 、卫

生等优点 ，其先进 的摆药模式保证了患 者的用药安

全 节省 了药师和护士的人力成本 ，提高药房空间利

用率 ，减少 了药 品 的污染 。 为了有效提高药房的 管

理水平 我院于 年引进了 日 本汤山公司生产的

全 自 动药品单剂量分包机 （ 以下简称片 剂摆药机 ）

用于住院患者 口服药品 的单剂量摆药
；
又于 年

引进全 自 动针剂摆药机 （ 以下简称针剂摆药机 ）
，
用

于注射类药品的调剂 初步实现了 口 服类 、注射类药

品单个患者的 自 动分发 ，使我院药 品调剂 工作进人

了
一

个 自 动化 、 智能化 、规范化 的 阶段。 本文对 片

剂 、针剂摆药机 的使用情况进行初步的调查分析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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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评价这两种单剂量摆药机在我院的实施效果 。

资料与方法

研究 对象 本院是
一

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 ，

目前住院药房所使用的 自 动摆药机是 日本汤山公司

生产的 全 自动药品单剂量摆药机和

全 自动针剂摆药机。

研究 方法

数据收集 选取我院住 院药房片剂摆药机

及针剂摆药机使 用前 、与 使用后 的 个 正常工 作

日 ，收集使用我院使用摆药机摆药 的 个 临床科室

人工摆药和机器摆药两种模式用时及临床科室的患

者人数 ， 比较单个患者摆药的 用时及摆药人数 的变

化 。

统计分析 计算单个患者摆药用时 单个患

者摆药总用时 摆药总用 时 摆药患者数 。 计算消



2 3 2


药学实践杂志 年 月 日 第 丨 卷第 期

， ，
，

耗的人力成本 ：
人力 成本 元

⑴
摆药

总用时 。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 表示 ，

采用 法检测样本均数是否齐性 。 方差齐性

时 ，
两个样本均数的 比较采用 《 检验 ；非正态分布或

方差不齐性时 ， 两个样本均 数比较采用 双

样本检验 。 统计分析使用 软件 ，
显著性

界定为 。

结果

摆药 机工作模式 本院 住院药房 口 服调 剂室

共有 种药品 ， 除散剂 、颗粒剂 、水剂 等无法使用

摆药机摆药的剂 型外 ，
目 前 可 以实现 种 口 服药

品 品种 的 自 动分发 ； 针剂 调剂 室共有 种 药 品 ，
可

以实现 个针剂 品种 的 自 动分发 。

摆药机工作流程如下 ： ① 药师通过 系统调

出 医嘱 ，医嘱 审核完成后传给摆药机电脑系 统 ，摆药

机根据医嘱 自 动 摆药 。 ②对于非完整药片 或非机装

的 口服药品 由 片剂摆药机 托盘完成 ； 对于非机

装 的注射剂药品 则 由 药师根据针剂摆药机 的缺药单

进行手工完成 。 ③ 密封好的 口服药 品 由 传送带送 出

摆药机 ，针剂则 按单剂量放入
一

个药品筐 中 。 ④ 药

师进行逐
一

核对后的药品按科室分发 再 由护士
一一

核对 最后 由责任护士把药 品发给患者 。 见图 。

图 全 自 动单剂 量摆 药机 工作流程

全 自 动摆 药机 的应用 ， 使我 院住院药房 由 传统

的手动 集 中调剂 系统模式改 变为 自 动 化摆药机分散

化调剂 系统模式 ， 实现了 住院 患 者药 品按单 个患者

自 动摆药 。

摆 药 机使 用 前后 工 作效 率 的 变化 记 录 和统

计 自 动摆药机使用前后 个科室病人 例数和摆药频

次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如表 所示 ，
取每 日 平均值对

比统计 。

表 种 摆药模式 病人例数及摆药频次情况

科室
病人例数 （ 人 ） 摆 药频次 （ 次 ）

手工摆 药模式 摆药机摆药模式 手工摆药模式 摆药机摆药模式

平均值

结果表 明在前后观察 的一段时 间 内 ，药房服务

的病人数和工作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

片剂摆药机 种摆 药模式用时 的 比较 记

录片 剂摆药机使用前后 ， 药 师为 个病 区单个患 者

摆药所使用的 时 间 ， 护士领药 、分药所需时 间 ， 及总

时间 ，并对各步骤用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如表 所

示 。 取其 日平均值进行对 比统计 。

表 种 片剂摆药 模式单 剂 量摆药用 时情况

科 室
片 剂手工摆药模式用时 （ 片剂摆 药机摆 药模式用时 （

药师摆药 护士核药 护士分药 总时间 机器摆药 护士核药 护 士分药 总时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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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尸
丨 ，与针剂手工摆药模式 比较

个临床科室摆药总用 时中 ， 科室 用时最短 ， 为 。 个科室机器摆药总用时均较人工摆药总用时有

± 科室 用时最长
， 为 （ ± 不同程度的减少 ，其中科室 总用时减少程度最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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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由原来的 （
± 减少至 （ ±

科室 和科室 总用时减少程度最低 分别 由原

来的 （ ± 减少至 （ ±

± 减少至 ±

针剂摆药机 种摆药模式用 时的 比较 记

录针剂摆药机使用前后 ， 药师为 个病区单个患者

摆药所使用的时间 ， 护士领药 、分药所需时间 ，
及总

时间 ，并对各步骤用时进行统计分析 。

表 种针剂摆药模式单剂量摆药用 时情况

科室
针剂手工摆药模式用时 （ 针剂摆药机摆药模式用时 （

药 师摆药 护 士核药 护士分药 总时间 机器摆药 护士核药 护士分药 总时间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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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针剂手工摆药模式比较 。

结果如表 所示 个科室摆药总用时中 ， 科室

用时最 短 ， 为 （
± 科 室 用 时最

长 ， 为 （ ± 。 个科室机器摆药总用

时均较人工摆药总用时有显著减少 ，其中 ，科室 总

用时减少程 度最 为显著 ， 由 原来 的 （
±

减少至 （
± 科室 总用时减少

程度最 低 ， 由 原 来 的 （
± 减少 至

± 。 其总用时减少程度与各科室需

要摆药的患者人数呈明显的正相关 。

摆药 机使用 前后摆 药 人数的 变化 目 前我院

住院药房有 台 片剂摆药机 、 台针剂摆药机 。 相

同的工作量 片剂手工摆药需 名药师 而 片剂

摆药机摆药 只需 名 药师 ，其 中 名 药师负 责 医嘱

合理性的 审 阅 ， 名 药师负 责散 剂 、 颗粒剂 、 水剂 的

摆药工作 名 药师分别 负责 台摆药机的 加

药及药品核对 。 同样 相同 的工作量 针剂人工摆药

需 名 药师 针剂摆药机仅需 名药师 。

摆药机使用 前后人力成本比较 按照我院每天

张医嘱计算手工摆药和摆药机摆药两种摆药方

式所消耗的人力成本 。 福州市职工 月 平均工作 时间

为 人均 月 薪酬 为

元
川

，则 薪酬为 元 。 对于片 剂摆药机而

言 ，摆药机摆药每天共节省 ，共节省人力成

本 元 天 对于针剂摆药机而言 ，
摆药机摆药

每天共节省 共节省人力成本 元 天 。

总的来说 ，使用摆药机摆药与人工摆药相 比 每天共

节约 理论上可节 省人力 成本 元

天 。 针对我院的实际情况 ， 由于摆药机摆药分别可减

少 名片剂摆药师和 名 针剂摆药师 ，按照我院

工作 日 平均工作时 间 计算 ， 使用摆药 机摆药

后 ， 由 于摆药人数的减少 ， 片剂摆药机 每天可节 约

元的人力成本 ，针剂摆药机每天可节约

元的人力成本 ，
总体每天可节约

元的人力成本 ，年节约人力成本约 万 。

分析与讨论

提 高 工作效率 摆药机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提高摆药的效率 。 据文献报道 相 同的工作量 ，

手工摆药需要 而机器摆药只需 ，约

为手工摆药时 间 的 三分 之
一

。 原来 的 人工摆 药

工作方式是分散的 ， 为在短时间 内完成摆药工作 ，需

要 个工作台 同 时工作 ，每个药师重复大量的

操作 且 由于忙闲不均 ，
不可控制个人工作强度 而浪

费了人力 。 我院全 自 动片剂摆药机和针剂摆药机的

应用使药品 的调剂速率 是原 来的 倍甚 至 倍 以

上
，从而显著提高了摆药速度 ，缩短了重复性体力劳

动所需要的 时间 。

一

方面 ，摆药机的 应用改变了药

师每 日 奔走于药架之间 ，路径重复 负 重搬运的工作

行程 将药师从烦琐 的摆药工作中解放 了 出来 ，使药

师有更多的 时间 为患者和 临床提供药学服务 。 另
一

方面 摆药机采用 的 单个患者单剂量 的新型摆药模

式 ，替代了护士手工分药 的原始工作模式 ，且护士核

药时间 的也显著减少 ，这 主要是 由 于机器摆药后包

药纸上明确打印 出 患者姓名 、药 品剂量 、用量 、用药

时间等信息 方便护士核对 ，进 而减少领药时间 ， 大

大降低了护士 的工作量和时间 。 因此摆药机的应用

极大提高了我院住院药房针剂摆药室的药品调剂效

率 ，充分体现了其高效性的作用 。 另 外 ，我院门诊药

房也采用全 自 动药品 单剂量分包机摆药模式 ， 手工

摆药与分包机摆药对照发现 ：

一

张处方 ，熟练药师取

药需 ，分包 机 可 以完成 ， 准确率达

。 自 动摆 药机 的使用 ， 使得药 品 调剂速 率

大大提高 药师可 以将节省下来 的时 间用于药物咨

询 、药物的全面监控 和用药监督 提高服务质 量 ， 促

进 了药学服务工作的 开展。 此外 ，药师还利用节余

的时间 和精力 ，加强学术研究和内部管理 有效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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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了药师的工作层次 。

提 高 准确 率 ，
减 少调 剂 差错 住院药房把包装

的药品分装成单位剂量 ， 因其消除了计算 、称量和准

备等程序而减少差错 ， 包药纸上 明确打印 出 患者姓

名 、药品剂量 、用量 、用药时间 使 出错的几率大大减

小 。 另外 ，药师核药 、护 士再对药 的
“

双重核药
”

流

程进一步保证了摆药机进行药品调剂 的准确性 。 摆

药单
一

式两份
一

份留药房备案 ，

一

份供护士执行摆

药 医嘱使用 。 国外文献表明 ，采用单剂量摆药模式 ，

差错的发生率从 下降到 。

节约人 力 资 源 ， 药房运行成本提 高 如表 所

示 ，摆药机摆药与人工摆药相 比 ， 每天可节省
—年可节省 理论上

可节省年人力成本约 万元 。 按照我院平均工作

日 计算 ，理论上可减少约 个工作 日 。 但是

由于机器的运行需要消耗大量耗材 ，且耗材与机器
一

样需要进 口
，
因此相对人工摆药时的耗材成本要大得

多 。 如果考虑机器购买成本或折旧 成本 ，最低按照

万元设备 年折 旧计算 ，加上耗材和维护等成

本 每年估计至少 万元 。 因此
， 总体来说 ，药房 的

运行成本提高了 ，但是 ，对医院而言 ，如果综合考虑既

可 以减少人力 ，又能够大幅度提高用药质量和减少潜

在 的药疗差错 。 提高用药质量 ，减少 医疗纠纷 ，也就

是减少了医院 的支 出成本
；
提高工作效率 ，也就减少

了人工的成本 也能减少医 院的开支 。 综合考虑 ，
这

种成本的增加是值得的 尤其是当这种新设备的采用

获得物价管理部门 的认可后 可以进行适 当 的价格补

偿收费 ， 医 院将具有更高 的成本效益 。

摆 药 机摆药 不 足之处 首先 ，摆药机的价格 昂

贵 相应耗材费 用也较高 。 其次 ， 对于 片剂摆药

机而言 ， 由 于非 机 内 药品 种较多 ， 的使用 次数

过多 ，影响摆药速度 ，增加工作量 ，有产生摆错药的

隐患 而且散剂 、颗粒剂 、水剂不能摆药 ，无法完成真

正意义上 的 自 动摆药 ；对于针剂摆药机而言 ， 由 于个

别药品 同
一

品种药瓶尺寸规格存有差异 ，可能会造

成药盒卡住的现象 ，另外 ，需要低温保存或用药频次

偏低的药 品不宜进人针剂摆药机。 最后 ， 由 于
一

个

药盒只能摆一个规格 的药品 ，如果药品 种类 、剂量 、

形状发生改变 药盒就不能继续使用 ，
这样就造成后

期定制药品盒投入增加 ，订做周期也较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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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高于文献统计结果 ，说明抗菌药物滥用 现象还

比较严重 。 各种抗菌药物使用强度与细菌的耐药性

具有相关性 提示临 床应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的 管

理 规范使用抗菌药物 减少耐药性 的发生 。 因此

加强抗菌药物应用管理 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是降低

细菌耐药的关键 规 范 、 合理 、控制使用抗菌药物势

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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