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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用于医院药品管理的实践效果
苍艳

（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摘要：目的  总结评价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用于医院药品管理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我院实施高危药品
警示标识管理前 200 例应用高危药品患者资料为对照组研究对象，选择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我院实施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后
200 例应用高危药品患者资料为观察组研究对象，分析应用前后高危药品配置差错事件、不良事件、用药满意度等指标。结果  观察组
用药满意度（98.00%）明显高于对照组用药满意度（94.00%），配置差错事件发生率（0.50%）、不良事件发生率（0%）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配置差错事件发生率（3.50%）、不良事件发生率（2.50%），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在医院药品
管理中是非常必要的，能大大提高临床用药满意度，减少高危药品配置差错事件及不良事件的发生，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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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安全用药是目前各国医疗安全管理的重点，研究发现注

射用药过程中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口服等给药途径。高危药
品管理不当引起用药不良后果非常严重。高危药品主要是
药理作用明显、起效快、用药风险高类药品，如肌肉松弛剂、
高浓度电解质、细胞毒性药物等。现在公认高危药品的定义
为：应用不合理会引起严重伤亡的药物，具有出现差错不常
见、一旦出现差错则后果严重的特征 [1]。为了加强高危药品
的临床管理，确保其临床用药安全，各级医院均采取警示标
识管理方案来提高医患双方用药警惕性 [2]。现就我院应用高
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前后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详细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照 组 男 性 118 例，女 性 82 例；年 龄 55~78 岁，平 均
（66.8±1.2）岁；观察组男性 120 例，女性 80 例；年龄 54~79 岁，

平均（67.2±1.1）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管理方法

①制定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制度：对全院范围内使用
的高危药品进行统计，制订高危药品一览表及分级管理制
度，并根据高危等级设置对应的警示标识符号，分别明确药
库、药房、科室各级管理职责，药物管理部门负责全院高危药
品综合管理，各科室门诊及住院部负责自身区域内警示标识
的维护、交接及记录，定期接受药品监督者的监督检查。②
全员培训：所有药品管理者、医护人员均需定期参与高危药
品管理培训，包括高危药品分级、标识、管理要求等，提高大
家对高危药品管理的重视。要求全院各区高危药品均按要
求存储在特定区域内，并分级摆放于柜内，各类标识明确、完
整。③持续改善：高危药品实现登记制，专人负责核对药品
的领用，每天进行交接，定期检查药品摆放、警示标识、有效
期、数量等。对于医院新进的高危药品要及时更新高危药品
一览表，并在全院范围针对新药的使用方法、剂量、存储要求
等进行培训。观察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前后出现的高危
药品配置差错事件、不良事件、用药满意度等指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计量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数据通过 t 检验，在 P<0.05 时，差异显著。

2   结果
观察组用药满意度（98.00%）明显高于对照组用药满意

度（94.00%），配置差错事件发生率（0.50%）、不良事件发生

率（0%）均明显低于对照组配置差错事件发生率（3.50%）、
不良事件发生率（2.50%），组间差异显著（P<0.05），见表 1。

表 1  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前后相关观察指标比较 [n(%)]

时间 例数 用药满意度 配置差错事件发生率 不良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 200 188（94.00） 7（3.50） 5（2.50）

观察组 200 196（98.00） 1（0.50） 0（0）

χ2 4.1667 4.5918 5.0633

P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医疗消费者安全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大家对医疗

服务要求更高，医院日常医疗工作者经常出现医疗纠纷。药
品管理是医院管理中的重点之一，确保药品使用安全、合理，
才能保证医疗安全、有效，减少医疗纠纷发生。高危药品是
药品管理中的特殊类别，需区别对待、单独管理 [3]。我国对高
危药品管理常用三角警示标识，但尚未形成统一的使用、管
理制度。不少医院药剂科对高危药品的重视程度不够，不仅
降低了医院医疗服务质量，还可能引起用药不良事件发生。
积极探索规范化的高危药品管理手段对保证临床医疗的有
效性、安全性都具有重要意义。医院要对药剂科药品加强管
理，保证药品质量的同时还需确保其正确的被应用于疾病
治疗中。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通过醒目标识管理、分级管
理等手段可以提高高危药品管理效率，避免其在临床上被
误用、错用，保证高危药品的用药安全性 [4]。本组研究中观
察组（应用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后）用药满意度（98.00%）
明显高于对照组（应用高危药品警示标识管理前），配置差
错事件发生率（0.50%）、不良事件发生率（0%）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且组间差异显著（P<0.05）。

综上所述，在医院药品管理者非常有必要应用高危药品
警示标识管理，能有效提高临床用药合理性及安全性，降低
不良事件发生率，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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