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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he�process,�prescription�drugs�have�been�used�in�large�quantities,�resulting�in�a�large�increase�in�the�rate�of�unreasonable�prescrip�
tions.�Therefore,�in�order�to�ensure�the�safety�of�patients’�medications�and�reduce�the�rate�of�unreasonable�prescriptions,�this�article�will�
follow�the�general�steps�of�the�QC�circle�activity�to�statistics�the�unreasonable�prescription�data,�and�analyze�the�main�reasons�for�the�
low�prescription�pass�rate,�and�at�the�same�time�discuss�countermeasures,�con�rm�the�effect,�and�summarize�and�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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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在降低社区不合理处方率方面的应用�
刘丽艳�

航天中心医院，中国·北京��������

摘�要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社区就医患者剧增，在此过程中，处方药被大量使用，从而造成不合理处方率大大增加。因此，为了
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降低不合理处方率，本文将遵循品管圈活动的一般步骤，对不合理处方数据进行统计，并分析处方合
格率低的主要原因，同时进行对策探讨、效果确认以及总结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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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品管圈（4&&）是 4XDOLW��&RQW�RO�&L�FOH的简称，是指工

作性质相近或相关的人以自动自发的精神组圈，通过全体合

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来解决部门内所发生

的问题及课题，并因解决问题而实现自我价值 [�]。近年来，

随着医疗改革的推进，国内的许多社区药房也引入全面质量

管理概念，推行品管圈。社区中心药房作为服务患者的重要

窗口，主要为患者发放药品，而发放药品的依据就是处方。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随着社区中心药房处方量不断增加，

不合格处方率也明显增多，这样大大影响了社区药房的工作

效率，增加了患者不合理用药的风险，也加剧了医患之间的

矛盾。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遵循品管圈活动的一般步骤，

分析造成处方合格率低的主要原因，并采取针对性对策来有

效降低社区药房的处方不合格率。

2�组建品管圈，召开品管圈会议

品管圈作为一种比较活泼的品管形式，其目的主要在于

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工作效率。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品管圈

活动的一般步骤来开展工作，会使工作事半功倍，取得良好

的效果。一般情况下，品管圈活动包含以下四大环节，十大

步骤。

2.1�确定主题

����年 �月 ��日，在刘丽艳、王聪聪的主持下，召开

了第一次品管圈会议，在圈会上，每位圈员都积极参与讨论，

并最终将品管圈的主题确定为“降低社区不合理处方率”，

同时将接下来的工作进行了合理分配。选择这一主题，可以

有效发挥药师的作用，提高西药处方质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营造团结愉快的工作氛围；可以提高处方质量，促进社区药

房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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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拟定活动计划书

此次品管圈会议及相应的活动安排预计在�个月内完成，

并严格按照品管圈十大步骤，实施、开展工作，定期召开圈会，

且每一步骤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确保按期、保质保量地完

成目标。

2.3�现状把握

此次品管圈活动共统计了 ����年 �～ �月之间社区药房

所开出的的所有不合格处方，并且根据不同类别进行了统计，

并制作了查检表。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此次品管圈活动登

记的不合格处方总数为 762张，其中，不规范处方为 ��张，

不适宜处方为 ���张，超常处方为 ��张。根据 �月 �日～ �

月 ��日的统计数据表明，用法用量不适宜、联合用药不适宜、

重复用药、无适应症用药以及 �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的药物

是导致处方合格率低的主要原因，根据 ��/��法则，本次项

目确定改进的重点是：用法用量不适宜、联合用药不适宜以

及重复用药。

2.4�目标设定

根据改善幅度 =（改善前 -目标值）/ 改善前×���%，

本次拳思圈将改善目标设定为 �.�%，即由改善之前的 �%降

至改善之后的 �.�%。

2.5�原因分析

在设定目标之后，就需要详细分析不合格处方率低的原

因。根据全体圈员的认真讨论，拟从以下五个因素，即患者、

管理体系、信息系统、药师、医生进行分析。就患者来说，

主要是患者病情复杂导致用药种类数量多以及患者不配合；

就管理体系来说，主要是缺少一套高效完备的干预计划；就

信息系统来说，主要在于缺少能筛选不合理处方的支持系统

以及系统总是出现故障；就药师来说，原因比较复杂，有以

下几点：第一，专业知识欠缺，第二，执行力度低，第三，

培训较少，第四，分工不明确；就医生来说，则主要在于以

下几点：第一，对患者信息掌握不全面，药学专业知识欠缺，

第二，接受培训不足，第三，一味迎合患者需求，第四，马虎、

疲劳等。

2.6�对策拟定、实施与检讨

根据以上原因分析，并结合此次品管圈活动的目标，进

行针对性对策拟定、实施与检讨，并安排专人负责。

2.6.1�对策一

建立处方事前纠错干预制度。针对改善前不合理处方直

接调配并发给患者的情况，建立处方事前纠错干预制度，在

收方调配的过程中，发现用法用量明显超出说明书的不合理

处方，通常先请医师重新审核。确认出现问题的医生改正并

签字或为患者退药并重新开具处方。

2.6.2�对策二

调剂和发药过程中筛选出不合理处方，汇总集中反馈。

在韩业坤和汪月俊的负责下，对调剂和发药过程中的不合理

处方进行筛选，并汇总填写不合理处方汇总表以供反馈使用。

2.6.3�对策三

优化反馈流程。针对改善前没有详细反馈表，只做处方

点评的情况，制作 H[FHO形式的详细反馈表，并在韩业坤和鲍

文杰的负责下，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并告知医生

以便签字确认。

2.6.4�对策四

定期学习探讨用药不合理处方，并开展处方点评交流会。

在圈长刘丽艳的负责下，每周三组织对汇总的不合理处方进

行分析，并组织全体圈员进行探讨学习。

2.7活动效果确认

2.7.1�有形成果

根据目标达成率=（改善后-改善前）/（目标值-改善前）

×���%，此次品管圈活动的达成率为 ��%；根据进步率=（改

善前-改善后）/改善前×���%，此次品管圈活动的进步率

为 ��.��%。

2.7.2�无形成果

拳思圈全体圈员在活动前后分别就和谐程度、积极性、

责任感、沟通配合、愉悦感、凝聚力、解决问题能力、品管

手法进行评分，好为 �分，一般为 �分，差为 �分，结果表

明，社区药房工作人员在责任感、沟通配合、解决问题能力、

品管手法等方面有明显提升。

2.8�总结与展望

2.8.1 总结

此次品管圈活动未达到改善目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医师只修改纸质处方，而忽略了电子处方；第二，药

师和医师之间的沟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第三，实施时间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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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处方数量增多，成效显著放缓；第四，缺乏信息系统的

优势。

2.8.2 展望

针对以上原因，进行认真整改，并进行展望：第一，延

续有效果的 3�&�循环的模式，并持续改进；针对新出现的

问题继续探索对策，执行新的 3�&�循环。第二，在处方量

增多的同时继续降低不合理处方数量，并持续改进。第三，

有针对性地对圈员分工负责专门的医生，就同一医生开具的

处方不合理情况进行干预和总结。

3结语

处方是传递医生、患者和药剂师之间的重要桥梁，它的

书写是否合格，直接关系到患者能否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

[�-�]。通过此次品管圈活动，可以降低了医生的处方不合格率，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用药安全，保证了医疗质量，同时也提高

了药剂师的工作效率。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药房员工学会了运用品管圈

3�&�的手法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且持续监控跟踪，持续

改进，药房乃至药剂科和全院的医疗质量得到了保证。品管

圈把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把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使药剂

科的工作质量越来越高。而且通过品管圈的活动，使得药房

员工的团队精神，凝聚力大大提高，也发挥了每个人的专长，

使每位圈员的各方面能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充分调动了员

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也营造了和谐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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