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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门诊药房全自动整盒发药设备使用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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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七五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东南医院药学科，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目的 提高全自动整盒发药设备在门诊药房的使用效果，为国内其他医院引进该设备提供参考。方法 结合智能化门诊药房的实

际工作和全自动整盒发药设备的运行情况，评价该设备使用的优劣势。结果与结论 全自动整盒发药设备的引进，改变了药师的工作环

境，规范了药品的使用管理，但仍需要通过规范操作来减少某些弊端，同时加强管理，促进设备的高效运作，使其发挥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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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hole Box of Full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s Used in
Outpatient Pharmacy in Our Hospital

Lin Xiuli， Yang Zhicheng， Wang Youmei， Zheng Yanhong， Fei Yan
(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175th Hospital of PLA， The Affiliated Southeast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China 363000 )

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using effect of the whole box of full －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in the outpatient pharmac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chines of other hospitals in China． Method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work in the
intelligent outpatient pharmacy and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whole box of full －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s，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use of the machin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hole box of full －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s has change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pharmacists and standardized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drugs． However，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duce some disadvantages through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so a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machines and make the machines play their greatest advantages．
Key words: intelligentize; outpatient pharmacy; whole box of full －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pharmacy management

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对药房窗口的服务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门诊药房作为医院的一线窗口，其服务质量

不仅反映药学科的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准，同

时影响着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社会声誉等 [ 1 － 2 ]。智能化门

诊药房是实现药品规范管理的有效手段 [ 3 ]，是未来医院

发展的必然趋势 [ 4 － 9 ]。全自动整盒发药设备已在我国多

家医院得到使用 [ 10 ]。我院为综合“三甲”医院，门诊日平

均处方量 2 000 ～ 3 000 张，为提高药师工作效率，保证

药品调剂质量，实现药师工作从“以药物为中心”转变为

“以患者为中心”的 人性化药学 服务 [ 11 ]。门 诊药房于

2015 年 8 月底启用德国原装进口的 Rowa Vmax 全自动

整盒发药设备( 以下简称 Rowa Vmax) ，经过调试和运

行，该设备已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现就设备在使用过程

中存在的利弊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1 设备介绍

我院共引进 2 台 Rowa Vmax，每台设备配备 2 个 V
型 4D 机械手、2 条手工进药传输带、4 条发药传输带和

1 台 Plog 全自动入药系统( 以下简称 Plog)。该设备由德

国进口，配有简洁中文操作界面，噪声极小( 仅 48． 3 dB) ，

特制的系统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优秀的性能表现，能实现

药品的存储和分发。设备接收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HIS)

传送的处方信息后，系统分析处方中药品的组成，存放

设备中的药品将由机械手完成调配，并将药品通过传输

系统送至药师。
2 优势

2．1 改善药房工作环境

2． 1． 1 灵活定制，美化环境

根据用户的实际场地对设备尺寸、颜色及出药口数

量和位置进行定制，实现空间的最佳利用，减少普通货

架的储备。同时，设备颜色根据现场色调选择，让整体环

境更加协调。
2． 1． 2 储存量大，节省空间

设备储存容量大，储存时包装和包装之间的距离非

常小，且每排的空间可存放多种药品，故每台设备可储

存药品近 30 000 盒; 且设备对药品品规的限制较少，大

部分盒装药品可入设备。目前，该设备共存放药品 500
多个品种( 约占总药品品种数的 50% )。大容量的智能

药库，一次补药可供使用 7 ～ 10 d。
2．2 实现药房智能管理

效期管理: 精确管理药品效期，近效期药品自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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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过期药品自动锁定，从而减少药品过期的浪费。
库存管理: 有效管理库存信息，实时查询设备中药

品的库存，并可通过激光自动快速精确盘点库存，操作

简单快捷。
用药管理: 提示药品补药信息，并提取补药清单，确

保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对于来源于设备的药品，可追

踪到每盒 /瓶 /支药品的位置、效期、批号，实现药品全

程追溯管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优先出药: 根据不同费别如军人患者处方实现优先

出药，具体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优先级别设置。
自动化程度: 设备配备全自动清洁模块，可实现设

备内部自动清洁功能; 上药位置由设备自动识别，无须

事先进行设置，由设备自动以发药最快为原则，自由灵

活存放; 设备在空闲时段会根据处方用药习惯来调整药

品摆放的位置，实现对库存的自动优化。
2．3 提高药师工作效率

提高药品调配效率: 处方中的药品全部在设备储存

的，药品可通过传输带直接送至前台药师身边，节省药

师调配的人力，提高工作效率，让药师有更多精力投入

到为患者用药的服务中。
保证用药的准确性: 通过扫描药品外包装的条形码

入库，可实现药品进药、管理和发药的准确性，降低药品

调剂的差错率，从而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
提高药品的上药效率: 每台设备配备 1 台 Plog，该

系统通过识别药品外包装的条形码进行上药，可实现夜

间无人值守情况下自行上药。设备存储药品只需 3 s，输

出药品只需 8 ～ 12 s，V 型夹取式机械手灵活准确，1 次

可夹取 1 ～ 8 盒同种或不同种药品。双机械手协同技术，

高速、安全。
3 劣势

3．1 上药存在局限

3． 1． 1 设备上药区分两种途径

目前，我院使用的 Rowa Vmax 仅能上包装规整的

盒装药品，上药分 2 种途径，由 Plog 自动上药，通过设

备前端的 2 条手工进药传输带上药( 所有入设备药品均

可由此途径上药)。药品上架前，需区分存放位置、药品

效期、包装、条形码等信息，并选择上药途径。对于入设

备药品，进药前需进行效期维护后方可上设备，同一药

品存在多个效期时，需多次对效期进行维护更新; 区分

药品包装，如外包装有塑料包裹的，Plog 摄像头捕捉药

品时难以识别条形码，通过手工进药传输带完成上药;

检查药品有无条码，部分进口药品、医院制剂等外包装

上未设置条形码，无法从 Plog 上药，需人工先设置条形

码，选择手工进药传输带完成上药。

3． 1． 2 手工进药传输带上药存在的缺陷及其对策

缺陷: 由于该传输带上药是通过识别药品条码和尺

寸来完成的，故没有条形码但可上设备的药品上设备前

需先设置条形码。上药时，需查询记录条形码，并手工敲

入条形码方可使用，如输错其他药品的条形码，且输错

的药品尺寸与入库药品的尺寸相同，就可能存在上错药

品的现象; 对于有条形码的药品通过手工传输带上药

的，如使用“多包装连续上药”，上药过程中同样存在药

品尺寸相同的不同药品上错药的情况。
对策: 针对手工敲入条形码容易输错的，可统一将

设置好的药品条形码制作成塑封卡片; 药师上药时，先

找出相应药品条形码的塑封卡片，在设备入药口感应下

即可完成上药。针对不同药品因尺寸相同导致上错的，

可规范药师上药行为，一种药品上完后再上另一种药

品，并尽可能将包装相同的药品分开上药。
3． 1． 3 Plog 上药存在的缺陷及其对策

缺陷: 该系统上药主要是通过识别药品外包装的条

形码来完成的，对尺寸没有记忆功能，故无法区分是否

有多个药品相互粘连。上药过程中，如存在 2 盒或多盒

药品外包装粘连，Plog 在上该药品时，会误以为只有 1 个

包装药品，在调剂时会把粘在一起的 2 盒或多盒药品当

作 1 盒药品调剂。
对策: 针对自动上药包装粘连的，则通过规范药师

上药和发药行为来实现的。自动上药的药品由药师拆包

装后放入 Plog 自动上药传输带中，药师应检查药品是

否存在粘连，确保 2 个药师核对后再倒入 Plog 自动上

药传输带中。发药药师应严格落实“四查十对”制度，由

设备调剂的药品，药师发药时认真核对药品数量、规格

等信息，确保无误后再发给患者。
3． 1． 4 不建议入设备的情况

异型包装或包装质量太差的药品: 包装盒侧边有凸

起、瓶装药品等，不是正规的方形，如盒装的鞣酸蛋白酵

母散、瓶装的维生素 C 片等。而包装质量较差，容易爆

开、破损的药品，会导致设备经常报警，影响工作效率。
药盒尺寸不适宜: 上设备药品要求尺寸为长 45 ～

230 mm、宽 15 ～ 140 mm、高 15 ～ 100 mm，最大质量 800 g，
超出范围的不宜入设备。对于药盒长度较长的，如北京

紫光制药生产的甲硝唑阴道凝胶剂( 长度约 18． 5 cm)

等，虽未达到要求尺寸，但由于单张处方的开药量基本

大于 7 盒，机械手 1 次只能抓 1 盒，需抓取多次才能完

成处方调剂，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也不建议入设备。
体积较大的盒装液体药品: 外包装有盒子的液体药

品原则上可入设备，考虑到遇包装破损时，药品容易泄

露直接污染设备，不利于设备的养护，故体积较大者 (如
100 mL 等 )不建议入设备。

·药事·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Ⅰ



China Pharmaceuticals
2018 年 11 月 5 日 第 27 卷第 21 期

Vol． 27，No． 21，November 5，2018

普药经常换厂家、包装的: 普药厂家、包装信息更换

频繁，需要经常对药品的条码、包装、高低限等信息进行

重新设定和维护，不便于管理。
总备药量小于 5 盒的或新品: 临床少用的药品或新

引进的品种，平时备药量很少，建议直接存放货架，避免

库存过高。新品可待临床用量增多时再酌情入设备。
常规用量大于 8 盒以上的药品: 由于日常用药量较

大，若放入设备，不仅导致设备的高负荷，也严重影响工

作效率。
冷藏药品及输液、针剂: Rowa Vmax 可选配冷藏模

块，我院门诊药房未选配该模块，故冷藏药品存放冷藏

柜中。对于大输液药品，其外包装为塑料袋，针剂药品封

装安瓿中，均无法入设备。
3．2 设备报警时无法接收处方及其对策

设备使用中时常发生报警，机械手、传输带、Plog、
设备夹层、药品包装等因素均可导致不同程度的报警，

设备报警时，捡药程序会提示设备“在线”，此时程序如

仍进行捡药操作，系统将无法完成处方的药品调配。
对策: 如报警处理可以在短时间( 数秒至数分钟) 内

完成，可至报警处理完毕后，继续进行捡药操作。如报警

处理需要时间较长，应先将报警设备对应的发药窗口先

挂起，这样处方任务不再分配给报警设备，已分配给报

警设备的处方由药师手工从药架上摆药，直至报警处理

完毕后，继续捡药操作。
3．3 2 个机械手工作不平衡及其对策

由于手工上药时 2 个机械手操作区域相对集中，一

边机械手主要完成设备前半部分传输带药品的上药工

作，另一边机械手主要完成设备后半部分传输带药品的

上药工作，会导致同一药品某个机械手上药的数量比较

多，处理一张处方时，某个机械手负荷相对较大，影响设

备的工作效率。
对策: 手工上药时，药师应每次只上 1 个品种药品，

且尽可能 1 次上药量多些，能占满整条传输带的位置，

这样保证 2 个机械手都有同等机会上药。
3．4 无法完全解放货架

由于设备故障无法预测，如未对设备药品做货架备

药，一旦设备故障，后果不堪设想。故建议设备中的药

品，货架要做好相应备药，以备不时之需。建议货架上药

品品种数要齐全，但备门诊 1 ～ 2 d 用药量即可，这样不

仅节省货架，也让

设 备 出 现 故 障 时

有应急措施。
3．5 设备需定期

维护保养问题

设备的部分零

部件需经常更换，如机械手的夹板易磨损，机械手的 S 轴

推杆易断裂，Plog 的真空滤芯易脏等，需经常更换零部

件，维护保养上需要耗费一定成本。
4 前景

Rowa Vmax 的引进，体现了我院门诊药房的智能化

功能，虽然与以往相比，服务对象和目的仍未改变，但实

现了从“人找药”到“药找人”的转变，方便了药师的调

剂，提高了盒装药品的发药速度。智能化门诊药房必将

成为医院的发展趋势，符合医院的实际需求，设备的引

进加强了医院药房管理体制的建设 [ 4 ]，提高了药品调配

的效率和准确性 [ 12 － 15 ]，有利于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和

安全。设备的引进提升了医院形象，美化了工作环境，提

高了管理水平，为医院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仍存

在一些弊端，且药房的智能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扬

长避短，让智能化药房发挥更大作用，需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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