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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医院资产中的重要部分 , 目前约占医院流动资产

的 40%~60%, 有的甚至达 70%以上 , 降低药品库存不仅会压

缩资金占用 , 而且还可以利用占用资金创造其他收入 , 将药

品库存降低到最低点 , 加快周转 , 减少积压 , 对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将有很重要的意义。但药品库存量大 , 资金占用多 , 药

品更新较慢 , 是长期以来困扰医院管理的难题。目前常用药

品 2000 多种。由于地区、病种、季节、医师的用药习惯、患者

的需求不同使得对各种药品的需求也有所不同。而 作 为 药

库、药房往往不得不储存大量的药品来满足临床的需求 , 这

样便会导致药品更新慢、资金积压严重 , 药品管理环节多、管

理人员多、库存药品占地面积大、流程复杂及管理费用高。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 , 如何才能做到既不影响临床一线

用药 , 也要将库存药品降到最低点? 通过定期计算药品周转

次数、购销比例、库存占销售百分比 , 将药品进行分类管理 ,

库存上、下限等方法 , 对药品用量的科学预测 , 合理地降药品

库存量 , 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1 定期计算药品周转次数

具体计算公式 : 药品周转率=销售成本/平均存货 ; 平均存

货=( 期初库存+期末库存) /2; 存货周转天数=计算期天数/存

货周转率

表 1 2003~2006 年周转率对比表

表 2 2003~2006 年周转天数对比表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2003~2005 年其周转率逐步提高 ,

周转天数逐渐缩短 , 优点是 : 有效控制药品库存量 , 为医院节

约资金。缺点 : 在控制周转率的同时 , 却存在着断档缺药情

况 , 影响临床一线治疗。因此在 2006 年为了保证临床一线需

求 , 药品周转率有所下降 , 但草药周转率却有很大的增长 , 这

是由于中草药房由原来的二个药房合并为一个药房 , 加之随

时调整计划 , 增加了计划次数 , 由原来的一月二次增 加为一

月四次 , 要货计划较灵活的原因。

对于既要降低药品库存量 , 又要满足临床一线需要 , 保

证不断货这一对矛盾 , 如何才能 将其解决的更为科学 , 使其

有一个合理的库存量? 作者认为对药品的管理要细化 , 对药

品进行分类管理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 2007 年采取了 A、B、

C 分类管理 , 先将药品进行分类。

2 药品 A、B、C 分类法

2.1 A 类药品 大多为价格较高的常用针剂 , 包括抗微生物

药及临床用量及部分临床用量较大的新药、生物制剂。由于

品种相对集中 , 占用金额大 , 应以最短采购周期为佳。此类药

品在临床普遍用量较大 , 周转速度快是调整库存周转率的关

键环节。

2.2 B 类药品 为价格居中 , 消耗量偏大的品种 , 大多以口服

制剂为主。由于其品种较多 , 临床用药频率高 , 采购周期以月

消耗量来确定。此类药品实际用量存在一定变数 , 但周转相

对较快 , 是调整库存结构的重要部分。

2.3 C 类药品 大多为急救药品和临床普通应用的一线治疗

用药 , 也包括一些备用药和外用制剂。由于占用金额较小、品

种规格繁多 , 只有延长采购周期 , 适当增加库存量 , 才能确保

品种齐全 , 它是保证临床用药的基础。

因此对 A 类药品严格控制其周转天数 , 对 B 类药品做

到控制管理而对 C 类药品要保证其供应。

要做到有效控制库存又不影响临床一线的需求 , 首先要

从源头做起 , 即制定一份合理 的要货计划 , 要货计划可以根

据存货周转天数和一段时期内药品的销售数量计算得到 , 然

后根据两次计划的间隔时间 , 以及每种药品的实际情况加以

修正 , 就得到一份合理的要货计划。

这就需根据各类药品的上期销售 情 况 制 定 合 理 的 药 品

上、下限。

3 药品库存上、下限管理

药品平均月消耗量=年消耗量/12; 由于西药为每月 3 次

采购计划 , 允许的库存周期为 10 天 , 因此西药 AB 类药品的

上限=平均月消耗量/3*1 周期+安全库存量 ; 西药 C 类药品的

上限=平均月消耗量/3*1.5 周期+安全库存量 ; A、B、C 类药品

的 下 限 量=平 均 每 月 消 耗 量 /3; A、B、C 类 药 品 采 购 量=上 限

浅谈医院药品库存管理

曹亚莉

作者单位: 710061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项目 03 年 04 年 05 年 06 年

西药 8.05 8.83 9.88 30.03

中成药 4.81 6.30 9.65 8.99

中草药 9.04 11.57 12.56 10.96

项目 03 年 04 年 05 年 06 年

西药 39.82 31.11 28.66 40.04

中成药 74.84 57.14 37.31 40.04

中草药 44.72 40.77 36.44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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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现有库存量 ; 对于中成药品 ABC 方法如下 : 由于中成药

为每月 2 次采购计划 , 允许的库存周期为 15 天因此 A、B 类

药品的上限=平均月消耗量/2*1 周期+安全库存量 ; C 类药品

的上限=平均月消耗量/2*1.5 周期+安全库存量。

2.4 由于药品是有有效期的特殊商品之一 , 周转不灵就容易

过期 , 所以应设专人负责 , 负责效期药品的定期检查汇总。要

对库存药品的种类进行分析 , 将连续 3 个月内未能销售的药

品定义为滞销药品 , 通过对 库存药品用量数据的汇总、分析

其原因 , 及时退回医药公司。

( 收稿: 200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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