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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社区医院药房管理经验总结 
陈晓丽 

（东台市金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  东台  224200） 

摘要：目的：研究在社区医院患者治疗中采取药房管理安全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此文数据统计中参照硬币法对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64 例社区医院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即是观察组（n=32 例）和对照组（n=32 例），将药房管理的常规管理纳入到对照组，将药
房管理安全管理模式纳入到观察组，分析比较 2 组社区医院接受治疗患者的临床安全性。结果：观察组社区医院患者临床满意度合计值、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药物用药种类、社区医院时间与对照组各项数据比较，P＜0.05，统计学显示组间计算参比意义。结论：将药房管理的安全
管理应用于社区医院患者中的临床价值比较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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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是社区医院重要的窗口部门之一，药房工作人员与患者面对

面接触，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与效率，直接影响医患关系[1]。采

用药房管理安全管理模式改善当前医院中成药房管理质量，从药房管

理细节入手，提高药房工作质量，缩短患者取药时间，并提高药物调

剂的准确性和高效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2]。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此文数据统计涉及的 64 例样本均来自于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社区医院患者，以硬币法进行分组，对照组收入 32

例患者，男性和女性之比是 15:17，最大年龄 71 岁，最小年龄 20 岁，

中位年龄数值（46.55±4.98）岁；观察组收入 32 例患者，男性和女

性之比是 16:16，最大年龄 72 岁，最小年龄 22 岁，中位年龄数值（46.98

±4.54）岁。对比两组社区医院患者基础数据，P＞0.05，统计学不

存在参比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予以社区医院常规管理，观察组予以社区医院药房安全管

理： 

（1）药品目录和医院处方集完善。随着近年来临床上不断应用

新药，基本用药处方集和目录也需要不断修订，与时俱进[3]。 

（2）药品宣传工作和药品质量管理的强化。药剂科临床处理中

不但需要确保药品的具有正规购入渠道，也需要对每种药品生产批

号、生产日期、存储条件、使用有效期等进行详细记录，提升药品存

储条件管理和效期管理的水平，以便于提升药品整体质量。同时需要

相关操作人员切实做好新购进药品的使用宣传工作，提升用药安全性

以及合理性。 

（3）建立制度化管理机制，提升操作人员整体素质。药剂科操

作人员需要和医务科配合给出合理且科学的规章制度，确保医务人员

可以有据可依、有章可循的进行工作。强化医务人员自身责任意识，

定期培训操作人员技能。采取继续教育方式每年定期组织医务人员进

行临床用药知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组织相关操作人员定期参

加远程教育以及各种学术活动，提升医务人员自身素质和用药安全意

识。 

（4）建设评价体系。评价体系食欲临床评价治疗结果的一种体

系，其中的用药评价体验苦痛总结药物使用的有效性以及安全性,本

院通过处方点评等方式再次评价临床用药情况，临床医护人员及时上

报药物不良反应问题，同时药剂科需要将记录做好，及时上报到国家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及时分析不良反应发生原因，防止出现同类

事件[4]。 

1.3 统计学方法 

在统计学计算软件 SPSS20.0 中输入统计所有数据，临床满意度

合计值、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用率（%）的形式表示，行卡方检验，

药物用药种类、社区医院时间比较用（均数±标准差）形式表示，行

t 检验，P＜0.05，统计学显示组间计算参比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满意度合计值 

数据计算研究显示，观察组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分别为

21 例、10 例和 1 例；对照组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分别为 12

例、13 例和 7 例。观察组社区医院患者临床满意度合计值 96.87%对

比 对 照 组 临 床 满 意 度 合 计 值 78.12% 显 著 更 高 ， P ＜ 0.05 ，

（X2=5.1429,P=0.0233）统计学显示组间计算参比意义。 

2.2 对比两组患者药物用药种类、社区医院时间 

观察组社区医院患者药物用药种类、社区医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

数据指标，P＜0.05，统计学显示组间计算参比意义。 

表 1 两组社区医院患者药物用药种类、社区医院时间对比 

组别 例数 药物用药种类（类） 社区医院时间（d） 

观察组 32 2.01±0.32 16.21±2.32 

对照组 32 4.65±0.98 25.20±5.32 

t - 14.4861 8.7622 

P - 0.0000 0.0000 

2.3 对比两组患者社区医院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数据计算研究显示，观察组中 1 例恶心、1 例发热，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 6.25%（2/32），对照组中 2 例恶心、4 例发热、2 例晕厥，不

良反应发生率为 25.00%（8/32），X2=4.2667，P=0.0388＜0.05，统计

学显示组间计算参比意义。 

3 讨论 

医院临床用药安全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为药品安全和

安全用药。药品安全中保证药品安全性是首要条件，在临床采购中药

物中需要对质量进行科学的监测，确保存储良好。特别是具有贮藏要

求的药物，以便于确保使用质量合格的药物，同时需要应用有效期内

的药物。此外，也需要临床医师进行安全用药，保证正确使用医生处

方，药剂科规范应用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和环节，所以需要临

床药师需要对所有环节进行准确掌握，予以患者正确的药物使用指

导，提升用药的临床安全性。本次采取规范药物咨询、完善药品的目

录、提升药品质量、加强建设评价体系以及安全使用等相关方式来进

行处理，不但可减少药物事故和不良反应，也可提升患者用药安全。 

综上所述，数据统计分析显示，观察组社区医院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高于对照组、患者临床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由此说明：将药房

管理的安全管理应用于社区医院患者中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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