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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制定贵重药品管理制度，提高医院药品管理水平和效率，实现药品的精细化管理。方法： 

采用 ABC 库存结构分析法，确定贵重药品目录，制定贵重药品管理制度，设立贵重药品专用帐卡，实时

监控使用情况。结果与结论：采用 ABC 库存结构分析法对我院库存药品进行分类整理，有效确立了贵重

药品的范围和具体目录，使我院贵重药品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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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valuable drug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and 
efficiency of drug management and to achieve refined management of drugs in our hospital. Methods: We 
established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 and special account of the valuable drugs using the method of activity-
based costing (ABC) inventory structure analysis to carry out real-time monitoring of drug use. Results and 
Conclusion: We effectively established the scope and specific directory of valuable drugs using the method 
of ABC inventory structure analysis to make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valuable drugs in our hospital more 
scientific, rational and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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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管理是药剂科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之

一。我院作为西藏地区为数不多的综合性三级甲等

医院，药品种类繁多，消耗量大。其中的贵重药品

由于价格高、金额占比大，一旦账物不符，对患者

和医院都将造成极大损失，甚至影响医患关系。为

了维护医院和患者的利益，有必要对贵重药品实行

更加有效的管理。

迄今为止，各医院对于贵重药品尚无统一明

确的定义[1-3]。ABC库存结构分析法也叫巴雷特分

配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

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有区别地实施

管理的一种分析方法[4-6]。近几年，该方法在医院

管理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7-10]。本文采用ABC

库存结构分析法，结合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我院”）实际情况，确定贵重药品目录，制

定了贵重药品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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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确定贵重药品目录

1）通过HIS系统，将我院西药及中成药、

中草药分别按照单价金额进行排序。采用ABC库

存结构分析法对药品进行分类：A类，药品品种

数约占库存总品种数的5%～10%，金额占总药

品金额的70%左右。依据上述原则，将我院单价

金额排名靠前的169种药品归为A类药品，再进

行下一步的筛选整理；B类，药品品种数约占库

存总品种数的20%～25%，金额占总药品金额的

15%～20%；C类，药品品种繁多，占库存总品种

数的60%～ 70%，但资金占用少，仅占总药品金

额的10%左右。

2）将筛选出的A类药品按照剂型及性质分

类，包括：辅助器械、口服制剂、外用制剂、注

射剂、中成药以及中草药6种；再将不同剂型及性

质的药品分别进行单价金额排序，把同种剂型不

同规格的药品加以区别，依据贵重药品所占总药

品数量和金额的要求，在少而精及便于管理的原

则下，将辅助器械单支单价≥200元；口服制剂单

个计价包装≥100元；外用制剂单支单价≥90元；

注射剂单支单价≥200元；中成药单个计价包装≥

150元以及中草药单克≥0.5元，作为我院贵重药品

筛选标准。

3）对已筛选出的口服制剂规格进行统计登

记，计算单片/粒的价格，将单片/粒价格低于10元

的口服制剂剔除。

4）因我院就诊患者中胃肠道疾病较多，经筛

选进入贵重药品目录的埃索美拉唑镁片（进口，

40 mg×7片）与奥美拉唑片（进口，20 mg×14

片）门诊及病房均用量较大，若将二者都列为贵

重药品实行每笔消耗登记签字比较繁锁，不利于

药房的日常管理。通过科室组长例会讨论，将埃

索美拉唑镁片作为贵重药品管理，最终得出我院

的贵重药品目录。其中：西药及中成药合计63个

品种，占西药及中成药总品种数的8.31%，占西

药及中成药总药品金额的79.8%；中草药13个品

种，占中草药总品种的2.91%，占中草药总金额的

72.5%，采用ABC库存结构分析法筛选出的我院贵

重药品目录见表1。

表 1   采用 ABC 库存结构分析法筛选出的我院贵重药品目录

序号 药品名称（规格） 剂型 计量单位 价格 / 元

1 诺和笔（5 型） F 支 228.80 

2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0.1 g×60 片 ) K 盒 12925.00 

3 吉非替尼片（250 mg×10 片 ) K 盒 5375.00 

4 盐酸厄洛替尼片（150 mg×7 片 ) K 盒 4173.00 

5 替吉奥胶囊（复方 ×42 粒 ) K 盒 1425.00 

6 比卡鲁胺片（50 mg×28 片 ) K 盒 1363.00 

7 氯膦酸二钠胶囊（400 mg×60 粒 ) K 盒 1194.00 

8 奥氮平片（5 mg×28 片 ) K 盒 739.20 

9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0.25 g×40 粒 ) K 盒 675.95 

10 依西美坦片（25 mg×30 片 ) K 盒 409.20 

11 利伐沙班（10 mg×5 片 ) K 盒 407.00 

12 氟西汀分散片（20 mg×28 片 ) K 盒 308.00 

13 度洛西汀肠溶胶囊（60 mg×14 粒 ) K 盒 291.06 

14 阿戈美拉汀片（25 mg×14 片 ) K 盒 261.95 

15 恩替卡韦片（0.5 mg×7 片 ) K 盒 260.70 

16 奥利司他胶囊（0.12 g×18 粒 ) K 盒 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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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规格） 剂型 计量单位 价格 / 元

17 熊去氧胆酸胶囊（0.25 g×25 粒 ) K 盒 253.00 

18 达比加群酯胶囊（10 mg×10 粒 ) K 盒 200.00 

19 拉米夫定片（0.1 g×14 片 ) K 盒 161.15 

20 米氮平片（30 mg×10 片 ) K 盒 154.00 

21 来曲唑片（2.5 mg×10 片 ) K 盒 137.50 

22 苯甲酸利扎曲普坦（5 mg×6 片 ) K 盒 128.70 

23 埃索美拉唑镁片（40 mg×7 片 ) K 盒 128.15 

24 琥珀酸索利那新（5 mg×10 片 ) K 盒 114.40 

25 甲地孕酮分散片（160 mg×10 片 ) K 盒 112.00 

26 帕罗西汀片（进口）（20 mg×10 片） K 盒 109.00 

27 莫西沙星（0.4 g×3 片 ) K 盒 86.80 

28 磺胺嘧啶银（100 g） W 桶 770.00 

29 茚达特罗吸入粉雾剂（150μg） W 支 387.39 

30 鲑鱼降钙素鼻喷剂（2 mL×4400 iu） W 支 287.30 

31 沙美特罗替卡松（50μg×250μg） W 瓶 254.98 

32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160μg×4.5μg） W 支 249.00 

33 沙美特罗替卡松（50μg×500μg） W 瓶 188.98 

34 噻托溴铵粉吸入剂（18μg×10 粒） W 盒 159.00 

35 他克莫司软膏（10 g） W 支 131.45 

36 丙酸氟替卡松鼻喷剂（50μg） W 支 95.20 

37 奇正消痛贴（5 贴） W 盒 86.25 

38 苯达莫司汀（100 mg） Z 支 16900.00 

39 猪肺磷脂注射液（3 mL ∶ 0.24 g） Z 支 6695.00 

40 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3.6 mg） Z 支 2127.00 

41 唑来膦酸注射液（5 mL ∶ 4 mg） Z 支 2063.00 

42 伊立替康注射液（2 mL ∶ 40 mg） Z 支 1790.00 

43 艾塞那肽注射液（1.2 mL ∶ 0.3 mg） Z 支 1525.00 

44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1 mL ∶ 15000 u） Z 支 1195.00 

45 聚乙二醇干扰素 a-2a 注射液（0.5 mL ∶ 135μg） Z 支 970.00 

46 利拉鲁肽注射液（3 mL ∶ 18 mg） Z 支 877.90 

47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 抗体融合蛋白

（25 mg）

Z 支 814.00 

48 人免疫球蛋白注射液（50 mL ∶ 2.5 g） Z 支 660.00 

49 胸腺法新注射液（1.6 mg） Z 支 623.70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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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药品名称（规格） 剂型 计量单位 价格 / 元

50 生长抑素针 ( 进口 )（3 mg） Z 支 594.00 

51 人免疫球蛋白（pH4）（25 mL ∶ 1.25 mg） Z 瓶 561.00 

52 多西他赛注射液（0.5 mL ∶ 20 mg） Z 支 520.96 

53 吉西他滨针（200 mg） Z 支 472.53 

54 利奈唑胺注射液（300 mL ∶ 600 mg） Z 袋 433.31 

55 莫西沙星注射液（250 mL ∶ 0.4 g） Z 支 316.00 

56 奥沙利铂针（50 mg） Z 支 313.39 

57 人血白蛋白（25 mL ∶ 5 g） Z 支 264.00 

58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3 mL ∶ 300 u） Z 支 236.94 

59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 ( 进口 )

（2 mL ∶ 20 mg）

Z 支 231.06 

60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3 mL ∶ 300 u） Z 支 222.00 

61 珊瑚七十（1 g×6 丸 ) ZCH 盒 167.39 

62 仁青常觉（1 g×6 丸 ) ZCH 盒 163.68 

63 七十味珍珠丸（1 g×6 丸 ) ZCH 盒 163.68 

64 藏红花 ZC 克 40.00 

65 蜈蚣 ZC 条 9.50 

66 穿山甲 ZC 克 5.20 

67 西洋参 ZC 克 2.90 

68 九香虫 ZC 克 2.90 

69 灵芝 ZC 克 2.56 

70 全蝎 ZC 克 2.40 

71 沉香 ZC 克 2.20 

72 生晒参 ZC 克 1.80 

73 红参 ZC 克 1.70 

74 川贝母 ZC 克 1.30 

75 三七 ZC 克 1.45 

76 天麻 ZC 克 0.55 

注：剂型采用缩写形式，F 为辅助器械；K 为口服制剂；W 为外用制剂；Z 为注射剂；ZCH 为中成药；ZC 为中草药。

1.2   制定贵重药品管理制度

1）明确意义：明确建立贵重药品管理制度的

意义，定义我院的贵重药品。

2）建立专用登记卡：各部门根据实际用量制

定每个贵重药品使用基数，建立独立的进销卡片进

行登记交接，每笔药品消耗均须在卡片上完整登

记并保存好相关记录。每日盘点填写消耗补充交班

表，建立日清月结收支账，确保账物相符，对贵重

药品消耗实行实时监控。

3）建立考核机制：设立药品质量监督控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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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检查组(质控组)，由科室主任担任组长，临床药

师担任秘书，门诊药房、病房药房及中药房的组长

为成员。每月不定期地对各个部门的药品质量管理

工作进行检查及考核，考核结果纳入个人及部门考

评。与贵重药品相关的考核制度包括：药品储存保

管制度、处方调配管理制度、药品报增报损制度、

药品效期管理制度、退药制度以及特殊病人借药制

度。质控组对各部门贵重药品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抽查某个贵重药品账物相符情况，结果纳入本

部门考评。

4）建立奖惩机制：上述考评结果与绩效挂

钩，有效减少了差错率，杜绝贵重药品流失，调动

了科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积极参与到药房

管理中来。

2   结果与结论
实行ABC管理前，我院仅以价格为标准来定义

贵重药品，主观随意性较大，且未建立账卡和相应

的管理制度，导致每月盘点清库时经常出现账物

不符情况。采用ABC库存结构分析法优化处理后，

确立了我院贵重药品范围，为药品采购、储存、使

用提供了依据，自2016年10月正式实施该项举措以

来，贵重药品连续3个月未出现账物不符问题。

作为医院药师要始终以患者为本，树立良好

的职业道德，强化药品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责任

意识[11-13]，认真履行药品管理的各项制度，全心全

意为临床服务、为患者服务[14-15]。贵重药品是医院

药剂科重点管理的一类药品。随着现代化医院管理

模式的实行，我科在HIS系统基础上，采用ABC库

存结构分析法对我院库存药品进行分类整理，有效

确立了贵重药品范围；同时，综合药品剂型以及药

品单价等因素，考虑更加全面，最终确立了贵重药

品目录，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使得我院贵重药品

管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为提高药品管

理水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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