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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结合当前外配处方管理的难点和痛点，构建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

方法  从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流程、创新管理模式 3 个主要维度构建外配处方精细化管

理模式。结果  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后，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配处方药品用

药合理性明显提升，药师药学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药学服务模式再次实现创新。结论  外配

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建立有助于医院医疗质量整体提升和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有效

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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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of out-of-hospital 
dispensing based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pain points of current management. Methods  The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of out-of-hospital dispensing wa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main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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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innovating the management model. 
Results  After establishing the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of out-of-hospital dispensing, the rationality of drug 
us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harmaceutical serviceability of pharmacists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the pharmaceutical service model was innovated again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onclus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of out-of-hospital dispensing prescrip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 and the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economy of 
medication for patients.

【Keywords】Out-of-hospital dispensing prescriptions;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院外调配处方，简称外配处方，是指在住

院、门诊或急诊诊疗中因诊疗需要使用本医疗机

构未配备的药品或因就诊患者主动要求、由医师

开具、经医疗机构管理部门审核、患者自行到院

外购买的药品处方 [1]。近年来，随着“双通道”

和“门诊共济”政策的落地，外配处方已成为提

高患者用药便利性和可及性的重要方式 [2-3]。但

由于我国目前尚无国家层面关于外配处方管理

的具体政策规定，因此当前大部分医疗机构对于

外配处方的管理尚处于探索阶段，其管理体系的

不完善、管理路径的不明确，使得外配处方虚假

开具、违规修改、仿造印制、超量配药等现象屡

有发生，致使患者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受到

严重威胁 [4-8]。另有处方外配时，部分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存在引导患者到指定药店购药等违规

行为，导致患者对医院处方外配意见颇多，由此

引发的种种医患矛盾屡见不鲜 [9]。因此，如何将

外配处方纳入全流程、一体化管理已成为当前医

疗机构甚至是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药品监管部

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此现状，探

索外配处方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为外配处方的全

流程、一体化管理提供参考。

1  方法

1.1  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基于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

“我院”）患者自备药品使用管理和“双通道”

药品审核管理工作经验，在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

下设外配处方管理工作小组，小组成员参考《黑

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

构外购药管理的通知》《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疗机构外配处方管

理的通知》内容要点及结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院外

调配处方管理的通知》工作要求，拟定管理实施

细则，通过专家意见咨询，对咨询结果分析，从

健全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流程、创新管理模式 3

个主要维度构建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并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正式实施。

1.2  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的实施
1.2.1  健全外配处方管理制度

由药学部牵头，联合医务部、护理部、医保

部、信息部及临床科室专家成立外配处方管理工

作小组，小组结合医院药事管理制度、流程、制

订符合我院工作实际的外配处方管理制度，包括

药品遴选、使用和监管评价制度等。

1.2.2  编制外配处方药品目录
经临床科室上报→删除临床非必需及特殊管

理药品→综合药品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可

及性评价结果→编制外配处方药品初始目录→提

交医务部审核→药事管理委员会审批→形成外配

处方药品管理目录。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

每 3 个月论证、更新 1 次。

1.2.3  完善外配处方管理流程
通 过 医 院 信 息 系 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建立外配处方闭环式管理流程，

外配处方均通过 HIS 系统开具，医院审方系统

和审方药师双重审核后进行流转。外配处方统

一纳入医院药事管理，包括处方医生资质权限

管理、药品使用监测评价管理和监测结果的预

警干预管理等。我院外配处方的闭环式管理流

程见图 1。

1.2.4  实现外配处方信息互联
对外配处方中用量较大、金额较高的“双通

道”药品，特别是具有多种规格的同类药品，通

过医院、药店药品目录比对、信息对接，快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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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患者购药、用药。同时，对于重特大疾病患者

用药申请时常面临的医保认定病种与国际疾病分

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临

床诊断不一致的问题，在医院 HIS 系统临床诊断

中增加认定病种注释框，实现认定病种与临床诊

断的兼顾性，从而提升患者的医保审核通过率，

减轻患者多次往返修改处方负担。

1.2.5  强化外配处方用药监测
对外配处方开具情况实行全范围、实时、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监测模式，线上利用审方系统

对错误处方进行拦截，并通过规则提示、在线沟

通等促使医生快速修改；线下通过药学门诊、药

学会诊及专项点评等方式对线上审方系统不能拦

截的隐匿性用药问题进行补充拦截。

1.2.6  建立外配处方监管流程
分层次、差异化地建立外配处方标准化监管

流程：①对于外配处方药品目录中的“双通道”

药品，在审方系统审核后统一纳入药学门诊（门

诊患者）和药学会诊（住院患者）再次审核，以

保证此类药品的给药剂量、给药疗程、品种选择

等执行均通过临床药师与患者及（或）主管医生

沟通后进行；②对于外配处方药品目录中的非

“双通道”药品，在审方系统审核后统一纳入每

月处方医嘱全覆盖式专项点评。同时，对于审方

及处方医嘱点评过程中所发现的常见及典型不

合理用药问题，合理用药管理小组通过及时完善

审方规则、增加处方开具时的规则提示及加强医

保端口和医务端口的管控措施来避免同一问题

反复出现。

1.2.7  细化外配处方培训管理
①对药学人员：由临床药师对照最新版药品

说明书、诊疗指南及“双通道”药品适用病种及

用药认定标准，细化模块、分类分层地对外配处

方药品目录中各个药物的处方审核要点（包括用

药适应症、用法用量、相互作用等）、用药教育

要点、用药监护要点等进行梳理、讨论、凝练、

培训，以形成同质化药学服务内容；②对临床医

生：由医务部组织、药学部实施、医保部协同，

分类分层地对临床医生进行外配处方管理制度、

开具流程及合理用药相关知识培训，以规范其处

方开具、病历书写、知情告知及药品使用等行为。

培训结束，分类进行考核，最终达到全员知识过

关，实现行政监管一体化。

1.2.8  多部门协同监管
①与医保协同：在信息统一、标准统一基

础上，药学部、医保部通过联合培训、联合审

核、协同办公（药学医保联合门诊）方式实现

外配处方的高效协同监管；②与药店协同 ：通

过医院、药店信息对接，实现外配处方院内开

具与院外调配的高效协同连接；③与护理协同 ：

通过护理人员对病区用药药品质量的严格查验，

实现外配处方药品院外购买与院内使用的高效

协同管理；④与医务协同：通过将外配处方专

项点评结果反馈给医务部，落实对不合理用药

医生的通报、批评、处罚，实现外配处方药品

开具与追踪评价的全程行政监管。

2  结果

2.1  医院合理用药水平明显提升
我院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实施前，医院

虽已将患者外配处方药品纳入患者自备药品进

行备案管理，并由药学部依据备案药品目录建立

审方规则而进行合理用药管控。但在此过程中因

医院对外配处方的处方样式缺乏规定和限制，加

之患者外配处方药品是否备案对医生处方开具

无实质性约束和无药学门诊、会诊等精准审核，

使得患者外配处方药品的购药、用药依然存在

制

度

管

理

体

系

人

员

考

核

体

系

实体医院 互联网医院

知情同意 病历记录

人员培训

审核不通过 审核通过

联合抽查、反馈、通报、整改、培训

合理用药培训

制度、政策及流程培训

培训不合格，限制开方

药学服务要点凝练

同质优点标准 病区药学服务

药品目录建立 药品标识添加 审方规则挂接 医生权限管理

临床药师审核（住院） 审方药师审核（门诊）

医院HIS系统

外配处方开具

外配处方审核

审方系统预审

医院通报
处罚、培训

药师监测、点评
反馈、预警、干预

护士验药
使用

患者购药
结算

药学门诊、会诊
医保审核

院外药店

匹配药品

双通道
非双通道

重新开方 审核结果 处方流转

处方流转

图1  外配处方闭环式管理流程图

Figure 1. Closed-loop management process of out-of-

hospital dispensing 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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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不完全及明显不合理现象。对此，药学部与

医务部、医保部讨论并达成管理共识 ：所有手

写处方不再适用，所有外配处方药品必须事先通

过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审批、备案并经医院 HIS

系统进行开具。此政策执行后，我院外配处方药

品的用药合理性明显提升，其临床不合理用药发

现率变化见图 2。

的 95.06%，且医务部所收到的重特大疾病患者关

于药品开具、审核、使用等的投诉较前明显减少。

我院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后的药学门诊、会诊服

务人数变化见图 3。

图2  临床不合理用药发现率变化图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discovery rate of clinically 

irrational drug use 

2.2  药师药学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2.2.1  药学服务技能逐步提高

我院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实施后，医院

药学部通过对外配处方建立处方审核标准、凝练

药学服务要点、培训处方审核知识等，分类、分

层地去提升药师的药学服务技能，在此过程中并

通过统一考试、查漏补缺等方式达到药师对专业

知识的熟练掌握。同时，对于一些生疏但常用的

外配处方药品通过制定统一的用药监护清单，以

此提高药学服务的效率性和专业性。此模式运行

初始，我院药师对外配处方药品专业知识的考

核合格率仅 20.00%，此后经过近 4 个月的强化

培训后，其对相关专业知识的考核合格率达到

100.00% [ 百分制考核，考核合格率（%）= 得分

≥ 90 分的人数/参加考核的总人数 ×100%]。

2.2.2  药学服务人数明显增加
我院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模式实施前，医院

药学门诊的服务人群主要为慢病用药咨询患者，

药学会诊的服务人群主要为抗菌药物使用患者。

外配处方精细化管理实施后，因医院将外配处方

药品目录中的“双通道”药品全部纳入药学门诊

（门诊患者）和药学会诊（住院患者）进行审核，

使得我院药学服务的对象较前拓展且药学服务

人数也较前显著增加，其中 2024 年 6 月相较于

2024 年 1 月药学门诊增加 573 人次、药学会诊增

加 217 人次。与此同时，我院外配处方管理中的

医患满意率也由运行之初的 76.31% 上升至后来

图3  药学门诊及药学会诊服务人数变化图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pharmaceutical 

clinics and pharmaceutical consultation services

2.2.3  药学服务模式再次创新
因外配处方药品目录中的“双通道”药品的

用药合理性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在既往的监管

中发现部分肿瘤患者的升白细胞、升血小板药品

常常存在一次性开具 14 d 用量的情况，进而使得

部分患者因疾病好转或疾病恶化去世而出现部分

药品剩余的情况，而最终导致医保基金的浪费。

对此，我院创新药学服务模式，对外配处方药品

目录中金额占比较高、报销额度较大的“双通道”

药品实施系统、药师、医保三重审核，并在此过

程中开设药学医保联合门诊，实现药学、医保同

地点办公及快速高效协同审核。此模式实施后，

目前我院肿瘤患者的升白细胞、升血小板药物的

单次开具疗程普遍缩短至 7 d 左右，有的甚至缩

短至 3 d 左右。同时，经过多重审核后的“双通道”

药品的用药合理性也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 2024 年 6 月底，我院已成功拦截“双通道”

药品不合理用药 80 余次，节省医保基金约 9.7 万

余元。

3  讨论

外配处方作为患者治疗方案的补充，旨在满

足患者个性化的合理用药需求，但其管理、使用

不善可能导致用药风险和行风风险 [1]。目前，我

国医疗机构对于处方药品外配的管理存在政策不

一、操作不一、监管不一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

外配处方的管理，黑龙江省、浙江省、四川省等

先后发文明确其管理要求。在此过程中，外配处

方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成为该项工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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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多个地方对门诊慢性病患者的用药处方外

配进行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其中

也还存在诸多的障碍和困难，主要表现为相关部

门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的落

后 [10-11]。对此，外配处方的规范化管理无论是对

医疗机构，还是对医保部门以及社会药店均还存

在一定挑战 [12-13]。在此挑战之下，加快建立多方

共享的处方流转平台，实现医疗机构处方信息、

医保部门结算信息与零售药品药品信息的互联互

通、实时共享，对于促进外配处方的规范化管理，

以及保证外配处方信息的真实、完整、可追溯具

有重要作用 [14]。除此之外，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入

推进，医疗机构的外配处方量近年呈现逐年攀升

的趋势 [9]，这给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工作带来严峻

挑战。对此，医疗机构严格控制处方药品外配，

可能成为从“根本”上去纠正并解决不正常的“外

配处方”问题的重要措施。当前，我院虽已实现

外配处方从开具到使用再到监测的全流程化管

理，但因未实现医院、医保、药店三方平台信息

的互联互通，故我院对于外配处方的院外延伸管

理仍面临较大挑战。同时，由于我院外配处方药

品管理以“双通道”药品为主，因此我院外配处

方的管理模式运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下一步工

作中，我院将继续完善制度建设、流程优化，以

为外配处方的全程化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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