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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药师和患者角度出发，建设一种全流程药物管理临床信息化服务体系，阐述系统结构设计与功
能、业务应用情况，分析应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其应用能够提升药师临床业务能力以及患者用药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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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响应国家对信息化发展要求，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大力推行医疗、护理与医技等部门信息化业

务。医院药房作为患者就诊的末端节点，是患者安

全用药的最后保障，药房药品使用业务质控与药学

服务信息化建设极为重要。为推进药房信息化建

设，医院陆续购置自动饮片包药机、自动发药机、

智能药柜等信息化设备以提升药品发放效率、降低

人力资源投入；为进一步提升用药安全性和服务质

量，医院利用信息化技术改善药房业务流程，加强

药师与患者沟通，使患者享受更加全面、高质量的

用药服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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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背景与功能需求

２１　研究背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２０１３年试用合理用药监
测系统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ＳＳ）实现药品医嘱使用监测、处方点评等功能，
但由于系统功能与院内实际业务冲突，医院于

２０１４年自行研发与实际业务切合的用药监测系
统［２－３］。目前该系统无法进一步满足医院对药物

全程信息化管理的需求，需建立全流程药物临床

管理体系以提升医生用药合理性和患者用药安

全性。

２２　功能需求

医院信息中心与药剂科合作开展药房信息化建

设工作，建立药师平台与患者用药交待与指导系

统。药师平台功能定位如下：能够对患者临床用药

情况进行管控，对医生开具的不合理处方进行提示

或拦截，药师能够结合患者综合情况完成线上审

方、事后处方全面点评并反馈给医生；药师线上能

够下达用药指导，并对药物使用的基本事项进行系

统维护、线上推送给患者，提供线上用药咨询

服务。

３　系统建设

３１　系统架构

３１１　物理层　药师平台采取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Ｂ／Ｓ）架构，以 Ｃａｃｈｅ语言与
Ｓｔｕｄｉｏ工具作为开发环境，应用 Ｃａｃｈｅ２０１６数据
库，通过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ＨＩＳ）集成服务器与药师平台，建立接口实
现数据交互。用药交待与指导系统在服务端与用

户端分别使用客户机／服务器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Ｃ／
Ｓ）、Ｂ／Ｓ架构展现，后台环境使用 ＪＡＶＡ语言与
开发工具 ｉｄｅａ进行开发，前端应用环境采用 ｔｓ语
言与 ｒｅａｃｔ工具，通过在 ＨＩＳ集成服务器与移动

端服务器间建立中间表以实现信息数据交互，见

图１。

图１　网络架构设计

３１２　数据层　该层对药师平台与用药指导模块
的药品规则与指导信息进行存储、查询和维护。包

括药品编码目录、药品名称目录、处方信息、用药

基本信息、药品规则内容、药品指导内容等信息数

据库。

３１３　支持层　该层用于数据层与应用层之间的
数据交互，包括处方信息管理跟踪、用药监管规则

启用、用药指导数据信息推送、数据统计分析管理

等功能。

３１４　应用层　该层用于临床业务功能模块，内
容包括药品规则维护、用药指导与交待规则维护、

处方统计抽样规则维护、用户管理、业务基本数据

报表管理等。

３２　药师平台

药师平台系统对处方整体业务节点进行管控，

包括药品知识库维护、系统审方、人工审方、处方

抽样与点评等模块，对处方合理性进行事前审核、

事中监管与事后质控。

３３　用药交待与指导系统

除管控医师安全用药，患者用药也应得到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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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尤其是慢性病患者用药应在各个周期与药师

进行沟通。为提升患者用药服务水平与安全性，医

院药剂科采用信息化系统为患者提供用药交代与指

导服务，为门、急诊与出院带药患者说明处方药品

使用周期、用药时宜、药品储存环境、服药途径与

药物副作用等信息，所有用药指导以药品说明书为

基础并结合临床药师临床经验整合而形成。

４　系统业务应用

４１　业务流程

医院药房新系统上线后，对患者用药的医嘱开

具、处方审核、用药指导、处方点评４个环节实现
信息化管理，见图２。

图２　系统业务流程

４２　系统审方

４２１　管控类型与审核内容　规则知识库有３种

类型管控：一是合理处方通过；二是存疑处方提示

触发管控规则，医师可选择审核通过，系统自动对

处方进行存疑标记；三是对不合格处方进行拦截并

提示医师系统拦截原因。系统业务对药品医嘱实施

３重审核：一是用规则知识库判断处方合理性，对

违反安全用药规则处方进行拦截，对存疑处方进行

提示和标记；二是药师在平台对处方进行人工审

方，对被标记的处方进行重点审核，就问题处方与

医师进行线上沟通；三是发药窗口药师对处方进行

最后审核确认，将有问题的处方发回审方药师处再

次确认［４－５］。

４２２　药品规则知识库　药师平台建立药品规则

知识库，维护梳理药品药物使用剂量、使用频次、

配伍禁忌以及用药患者年龄、性别、过敏史、适应

症关键字等基本质控规则。知识库结合患者基本信

息 （年龄、性别）、适应症、用药周期以及检查、

检验报告指标等信息对药品使用合理性进行判

断［６］。为满足药品提示与拦截规则的完整性与实时

性，ＨＩＳ实时将医师开具的处方、患者单次就诊信

息与电子病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ＥＭＲ）

患者基本信息推送给药师平台，同时将医学影像存

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ＣＳ），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放射信息系统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ＩＳ）等医技系统回传的患者报告

指标实时推送审方系统，保证系统审方全面性与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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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人工审方

药师重点排查系统标记存疑的处方，结合患者

病历以及检查、检验指标等信息对其超剂量、用药

频次不合规等情况与开立处方医生在线上进行沟

通，促使医师完成处方修正以保证患者安全用药。

ＨＩＳ后台统计存疑处方的原因与处理结果。

４４　系统处方抽样与线上处方点评

药师平台每月对全院门诊、急诊与住院处方进

行汇总抽样，根据每个科室用药类型、处方数量等

情况调整抽样比例。对已完成抽样的处方，临床药

师将在平台调取患者检查、检验报告、围术期首选

用药、医师处方备注等综合信息，结合患者实际情

况对处方合理性、规范性进行点评，系统审核包括

初审、小组会议评审与药师委员会评审３个等级，

分别针对不同违规等级的处方进行审核。药师将不

合规处方与点评结果反馈给医师，医师在查阅点评

意见后可对点评结果进行接受或是发起申述

操作［７－８］。

４５　用药指导与交待系统应用

用药交待与指导系统维护模块建立在 ＨＩＳ基

础上，患者可线下打印用药交待与指导单，也可

使用华西医院移动 ＡＰＰ——— “华医通”进行线上

查询；患者在用药期间可通过 “华医通”用药交

代模块与药师沟通用药情况，药师线上解答疑问

并给出周期合理用药建议、说明注意事项。为保

障患者用药安全，系统将记录每条用药指导内容

创建、审核、推送人员、时间和内容等信息，每

条用药指导内容都需通过临床药师严格审核后才

能在线上应用，保证用药指导内容准确性与安

全性。

５　应用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５１　应用效果

医院全流程药物管理临床信息化服务体系上线

后，药品医嘱开具得到更加全面的管控，患者得到更

好的服药指导。就门诊药房来说，医院门诊在用药品

约９００余种，每日处方量为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张左右，

发药窗口开放数量为２５～３０个，药剂科为应对该体

量的处方数，结合实际情况配置３～６名审方药师在

药师平台进行线上审核并就存疑处方与医生进行沟

通，每位窗口发药药师对用药指导信息进行线上推

送，并配置２～３位药师对患者线上用药咨询进行

解答。根据后台数据统计，医院门诊药房维护的药

品数量为１１９６种，维护用药规则５６００余条；用药

指导模块维护药品１０９６种，用药指导信息约５０００

条。２０２１年８月门诊处方总数量为１７６５５５张，其

中存疑处方为３１３２张，不合格率为１７８％，且针

对每张处方为患者推送用药指导内容。

５２　存在的问题

５２１　业务类　一是医生录入诊断描述不足，影
响系统对诊断关键字抓取的准确率，从而导致问题

处方抓取遗漏。二是患者通常要等待数小时才能获

取检验结果报告，系统、人工审核时无法及时获取

患者检验、检查指标，影响对用药合理性的判断。

三是前置审核系统对药师个人能力要求较高，能力

不足的药师在审核工作中出现问题，如处方遗漏或

审方耗时过长，会增加患者取药等待时间和用药安

全风险。针对以上问题，医院应加强医生对诊断书

写的规范管理，同时加强药师能力培训考核和人才

储备［９］。

５２２　信息系统类　一是 ＰＡＳＳ需要实时从各个

医疗业务平台上获取患者治疗数据结果以完成系统

审核，数据信息交互过多导致审核系统响应速度过

慢。二是药品种类与审查规则覆盖面不足，导致存

疑处方审核遗漏，加大人工审核药师负担。针对以

上问题，医院信息中心应对规则读写进行优化，增

加网络带宽并购置优质服务器设备以保障数据传输

效率；同时建立药品主数据库，使药品和审核规则

维护更加统一、规范。

６　结语

医疗信息化发展应遵循提升医疗工作人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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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质量、患者医疗服务质量与体验两个方向。

在药房服务方面，医院采购的饮片包药机、自动发

药机等信息化硬件设施将以往负责配药、发药的调

剂药师从机械化工作中解放出来并投入到临床业务

中，为医生与患者提供药物知识服务。建立药师平

台对处方审核、点评等业务串联形成闭环式管理，

协助临床医师把控用药安全性和规范医师处方开

具，同时提升药师临床业务能力。为提升患者用药

安全性，通过用药交代与指导模块为患者解答用药

相关问题并给予帮助，使用户获得更好的用药体

验。下一步医院将进一步完善已上线的全流程药物

管理临床信息化服务体系，将中草药药品监测系统

和用药指导设计与建设纳入该体系中，结合中草药

药品 “十八反十九畏”与临床实际用药检验进行中

草药药品规则梳理，为患者提供中草药个性化用药

指导［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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