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石。 据某项针对头孢曲松致胆结石的调查[15] 显示,
32郾 5%的病例为 16 岁以下青少年儿童。 本项调查提示,
在使用头孢曲松时,男性更易发生胆囊(假性)结石,与
相关报道[13]相符。 同时,需注意患者的体征变化,特别

是肝胆区部位,必要时结合影像学检查诊断。 及时停药

是处理胆囊(假性)结石的前提和关键。

3郾 6摇 头孢菌素皮试

皮试者共 73 例。 在 72 例头孢菌素(青霉素)皮试

阴性者中有 4 例死亡,1 例头孢皮试时死亡。 提示头孢

菌素皮试时,最好使用同厂家同批号的产品。 这是由于引

起速发型过敏反应的真正过敏原是 茁鄄内酰胺类抗生素产

品中存在的外源性和内源性的高分子聚合物。 同厂家同

批号的产品可最大限度地保证皮试结果的准确性。 头孢

菌素与青霉素之间呈不完全交叉过敏现象,引起青霉素类

抗生素过敏反应的物质基础和共同抗原决定簇是青霉噻

唑基,而头孢菌素类只能形成以 R1 侧链(7 位侧链)为主

但又各异的抗原决定簇[16],二者的过敏物质基础不同。

4摇 小结

由于青少年儿童具有体内各系统(包括酶系统)发
育不成熟、血浆白蛋白结合能力低等药动学特点,且多

为首次接触头孢菌素,相对于成年人更易发生 ADR。 受

本研究所收集的文献资料均为公开报道的文献所限,据
此所得的统计数据与临床使用头孢菌素在青少年儿童

中引起 ADR 的实际情况相比,仍有差异。 鉴于此,临床

应重视头孢菌素在青少年儿童中引起的 ADR,坚持口服

优先的原则,合理选择头孢菌素的皮试品种,警惕严重

ADR 的发生,以确保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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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信息管理系统的改进及优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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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IVAS)信息管理系统改进优化,提高 PIVAS 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方法:比较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优化前后(2016 年 8-12 月和 2017 年 4-8 月)系统审核率、不合理医嘱漏审率、排批耗时、打印耗时、贴签

耗时、配置扫描耗时,以评价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改进优化后的效果。 结果:PIVAS 信息管理系统改进及优化后,医嘱审核效率

明显提升,不合理医嘱漏审率由 2郾 26%降至 0郾 88% ;排批、打印、贴签时间较优化前均有明显缩短;配置扫描耗时由每袋 1 100 ms
降至每袋 10 ms,提高了配置效率。 结论:信息管理系统的优化可明显提高 PIVAS 各环节工作效率。
[关键词] 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信息管理系统;改进;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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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

Zheng Xuehai, Deng Aiping, Wang Yi, Ao Linhui, Tu Jie, Hu Zhe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entral Hospital of
Wuhan,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Wuhan摇 43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 ( PIVA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PIVAS. Methods: The system audit rate, irrational missed audit rate of
medical orders, scheduling time, printing time, label time and configuration tim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PIVAS摇 ( from Aug. to Dec. 2016 and from Apr. to Aug. 2017) were compar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PIVAS. Results: After th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optimiz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PIVAS, the efficiency of medical audit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irrational missed audit
rate of medical orders decreased from 2. 26% to 0. 88% . The scheduling time, printing time and label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before optimization. And the configuration time decreased from 1,100 ms / bag to 10 ms / bag, the configuration efficiency had been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optimiza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PIVAS work efficiency.
[Keywords] 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ment; optimization

摇 摇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1]第十三条指出:医疗机

构根据临床需要建立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PIVAS),实行集中调配供

应。 我院为打造一个现代化的 PIVAS,在 2014 年年初即

引进了 PIVAS 伴侣系统(PIVAS MATE),有效地提高了

PIVAS 工作效率,PIVAS 建立不到 1 年的时间已经可以

承担所有病区长期医嘱的配置工作,日均配置量 2 600
袋左右。 我院 PIVAS 运行过程中发现信息管理系统贯

穿于 PIVAS 所有工作环节,对提升 PIVAS 的工作质量和

工作效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但由于 PIVAS MATE
设计之初经验不足,使用过程中有些问题不断突显,因
此我们归纳总结了 PIVAS MATE 的不足之处,借 2017 年

4 月更换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之机,与某软件公司工程

师共同探讨、上线了新的 PIVAS 管理系统,新 PIVAS 系

统应用后有效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使 PIVAS 的

工作更加精细化、系统化。 现将我院 PIVAS 信息管理系

统的改进及优化的实践介绍如下。

1摇 PIVAS工作流程

我院 PIVAS 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完善了 PIVAS 工作

流程,新 PIVAS 系统在原有工作流程不变的前提下更

换。 PIVAS 工作流程见图 1。

2摇 PIVAS优化前信息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

我院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优化前存在的问题主要

在于医嘱审核、排批打印、数据追踪、数据统计四个模

块。 (1)医嘱审核模块不智能,医嘱审核库无法及时更

新,因此所有医嘱均由人工审核,审核工作量大,且易出

现审核标准不统一、审核错误率高等问题。 (2)排批打

印模块,系统定义批次的规则较为混乱,无法实现个性

化设置,所有病区的批次均需要人工手动排批,排批次

工作量大,容易出现漏排、错排等问题。 而且瓶签打印

步骤繁杂,稍有疏忽即易出错,不能根据个性化要求将

打印顺序进行整合。 (3)数据追踪模块,PIVAS MATE

通过二维码扫码实现了各环节操作时间及操作人员的

记录[3],但由于采用的是 PLC 位点控制扫描灯,需要使

用网络交换机和 MOSA 配合,对硬件依赖性强,一旦硬

件出现问题,各扫描环节全线瘫痪,容易造成混乱,因
此,这种有线网络控制扫描灯的模式相对固化,灵活性

差。 (4)数据统计模块,PIVAS 需通过对各种数据的统

计分析不断进行改进,而我院前期上线的 PIVAS MATE
统计功能较差,很多数据无法统计,如对抗菌药物、普通

药物、化疗药物等数量分别进行统计,工作量的统计等

均无法实现,不利于 PIVAS 工作的开展。 见图 2。

图 1摇 PIVAS工作流程

图 2摇 优化前 PIVAS MATE存在的问题

3摇 PIVAS优化后的信息管理系统

针对原有信息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在新 PIVAS 系

统上线之初,PIVAS 全体人员集思广益,对新的信息管

·63· 儿科药学杂志 2018 年第 24 卷第 9 期 Journal of Pediatric Pharmacy 2018,Vol郾 24,No郾 9



理系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要求,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PIVAS 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3郾 1摇 智能审方

新 PIVAS 系统医嘱审核模块接入大通合理用药软

件,药品说明书、用药指南等参考信息可由临床药师定

期维护更新,并定期维护医嘱审核规则,使医嘱审核进

一步标准化,极大提高了医嘱审核效率及准确率;新
PIVAS 系统还支持对“医嘱审查库冶进行维护,审方药师

可对明确的合理医嘱进行维护,维护后再次遇到完全相

同的医嘱时,后台自动判断并自动通过,无需人工审核,
这样不但减少了审方药师的重复劳动,提高了审核准确

率,还给予审方药师更多的时间去分析不合理医嘱,查
阅相关资料等。

3郾 2摇 智能排批

新 PIVAS 系统支持个性化的批次规则的设定,主要

包括时间规则、特殊规则、药品优先规则、容积规则、其
他规则五个方面,可实现各科室个性化的排批规则设

定,无需人工干预,极大地提高了医嘱审核效率。 以母

婴一区举例,时间规则:8:00 -9:00 为一批用药,9:00 -
10:00 为二批用药,10:00-11:00 为三批用药,16:00 为

四批用药;特殊规则:止血药物及缩宫素必须排在第一

批;药品优先规则:根据治疗药物优先的原则,除止血药

及缩宫素之外,药品优先级别依次为抗生素、激素类、平
喘类、止吐类、每日多次用药、护胃类、护肝类等辅助用

药;容积规则:一批 250 ~ 350 mL,二批 351 ~ 750 mL;三
批 751 ~ 1 000 mL。 批次规则界面见图 3。

图 3摇 批次规则界面

3郾 3摇 整合式打印

新 PIVAS 系统可以根据打印需求设定个性化打印

规则,将打印规则进行整合,一键即可完成打印,避免了

重打、漏打标签等现象。 而且可以自定义瓶签顺序,减
少贴签差错,提高贴签人员工作效率。 目前我院瓶签打

印规则为:一批抗菌药物———一批普通药物———二批抗

菌药物———二批普通药物———肠外营养———细胞毒性

药物———四批药物;瓶签排序定义为:批次、分组、类别、
台号、药品、溶媒、规格、数量。

3郾 4摇 手持 PDA 的使用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是以无线网络通过医

院 HIS 传送医嘱信息连接到 PIVAS 工作站的掌上电

脑[4],可用于追踪输液信息、收集数据、统计工作量等。

PDA 应用前使用扫描枪进行扫描,位置固定,且需与电

脑配合使用,扫描受场地限制较大,且随着业务量的增

长,由于扫描速度的限制,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日益突出。
PDA 的应用使扫描不再受场地、设备的限制,而且扫描方

式灵活多变,扫描所需时间随之缩短,提高了配置效率。

3郾 5摇 退药模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退药模式是在配置药品之前依靠人工在数

千袋输液中逐个找出退药,工作量大且易出错[5]。
PIVAS MATE 在我院的使用通过条码扫描系统解决了人

工找退药的问题[6],但扫描速度较慢,平均每袋耗时 1 ~
2 s,影响了扫描效率。 新 PIVAS 系统可在配置扫描前打

印退药单,支持人工找退药和配置扫描判断退药两种方

式,根据我院 PIVAS 实际情况,我院选择扫描前打印退

药单,人工找退药的模式,这样在配置扫描时则避免调

取 HIS 退药接口,扫描反应时间缩短,从而达到提高扫

描效率的目的。

4摇 PIVAS优化前后工作效率比较

4郾 1摇 方法

比较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优化前后(2016 年 8-12
月和 2017 年 4-8 月)系统审核率、不合理医嘱漏审率、
排批耗时、打印耗时、贴签耗时、配置扫描耗时,以评价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改进优化后的效果。 应用 SPSS
19郾 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计量资料以 軃x依s
表示,采用 t 检验,P<0郾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郾 2摇 结果

4郾 2郾 1摇 医嘱审核效率摇 我院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全面取

消药品加成,同时加强药品管控,全院药占比下降至

30%以下,2017 年 4-8 月 PIVAS 审核医嘱数 79 892 条,
较 2016 年 8-12 月的 99 178 条有所下降。 PIVAS 系统

优化后,系统审核通过率达 41郾 46% ,避免了重复审核,
减轻了审方人员压力,不合理医嘱漏审率由 2郾 26%降至

0郾 8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郾 05)。 见表 1。

表 1摇 医嘱审核效率比较

时间
医嘱总

数 /条
系统审核

数 / [条(% )]
不合理

医嘱 /条
不合理医嘱

漏审数 / [条(% )]
2016 年 8-12 月 99 178 0(0) 928 21(2郾 26)
2017 年 4-8 月 79 892 33 124(41郾 46) 565 5(0郾 88)
字2 34 445郾 40 3郾 90
P <0郾 01 <0郾 05

4郾 2郾 2摇 优化前后工作效率比较摇 优化后,排批耗时、打
印耗时、贴签耗时以及总耗时较优化前均有明显缩短

(P<0郾 01),切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优化前单袋输液配

置扫描平均耗时 1 100 ms,优化后的 PIVAS 信息管理系

统通过在后台提前调取 HIS 退药接口以获取退药信息,
节省了配置扫描时调用退药接口的时间,使得单袋输液

配置扫描平均耗时降低至 10 ms,极大提高了配置效率。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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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PIVAS优化前后各工作环节每日耗时比较

时间 日工作量 / 袋 排批耗时 / min 打印耗时 / min 贴签耗时 / min 总耗时 / min 扫描平均耗时 / ms
2016 年 8-12 月 2 658 35郾 01依1郾 16 38郾 01依1郾 56 165郾 25依1郾 89 273郾 28依4郾 61 1100依5郾 78
2017 年 4-8 月 2 588 10郾 05依1郾 25 25郾 02依1郾 05 140郾 15依1郾 23 175郾 22依3郾 53 10依0郾 11
t 749郾 92 352郾 87 568郾 48 863郾 37 756郾 45
P <0郾 01 <0郾 01 <0郾 01 <0郾 01 <0郾 01

5摇 讨论

PIVAS 工作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满足全院住院患者的输液需求,因此需要 PIVAS 工作人

员在高强度、高压力的环境下高质、高效的完成静脉输

液的配置工作[7鄄8],然而 PIVAS 高质量、高效率的运行离

不开自动化、智能化的信息管理系统[9鄄10]。 我院 PIVAS
信息系统的建设是一个以实际工作需求为导向,并不断

发展完善的过程,运行初期 PIVAS MATE 将条码技术引

入 PIVAS 各工作环节,实现了对成品输液的全程追踪,
确保了输液质量[11鄄12],但随着 PIVAS 工作的不断深入,
PIVAS MATE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低的缺点不断暴露,从
医嘱审核到数据统计,很多应该由信息系统完成的工

作,却占用了相当一部分人力去完成,PIVAS 的工作显

得繁杂无序,工作人员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不断提高输

液质量上去。 因此我们将 PIVAS 信息管理系统分为医

嘱审核模块、排批打印模块、数据追踪模块、数据统计模

块,详细整理了各工作流程的实际需求,并提交给信息

科及 PIVAS MATE 软件公司,通过评估,PIVAS MATE 软

件公司不能完全满足我院 PIVAS 的信息化改造需求,最
终在药学部及信息科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将 PIVAS 信息

管理系统更换为新 PIVAS 系统。
鉴于 PIVAS MATE 系统开发期间并未深入了解我

院信息化需求,而是完全由软件公司凭借其他医院经验

开发,我院 PIVAS 总结经验,安排 2 名熟悉软件的药师

与新 PIVAS 系统工程师共同探讨,最终完成了自动化、
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新 PIVAS 系统。 新 PIVAS 系统实现

了智能审方、智能排批、整合式打印、智能 PDA 的使用,
统计功能更加完善,使得审方、排批打印、扫描追踪到退

药等各工作环节均有了一定的改善,使 PIVAS 工作流程

更加顺畅,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信息化的建设使得

PIVAS 工作更加顺畅、高效,但仍需不断加强 PIVAS 药

品管理、人员管理、差错管理、院感管理,借助信息化的

手段建立适合本院 PIVAS 发展的质量控制体系,不断提

升 PIVAS 工作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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