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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6S management in hospital pharmacy management. 
Methods: The relevant data were collected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6S management (January 
2017-December 2017)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January 2018-December 2018). The work effi-
ciency, drug dispensing errors, drug breakage and war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6S management, the unilateral dispensing 
time of staff, drug waiting time and drug checking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mplementation, while daily dispensing do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e errors and 
total error rate of all types of drug dispensing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mple-
mentation (P < 0.05). The types of invalid drugs and the amount of unsalable drugs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implementation, while accounting compliance rate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dimensions of ward’ s service environment, ser-
vice process, service attitude, dispensing error and waiting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implementation (P < 0.05). Conclusion: 6S management can improve the work effi-
ciency of hospital pharmacy staff, reduce drug dispensing errors and drug breakage, and improve 
war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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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6S管理在住院药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收集6S管理实行前(2017年1月~2017年12月)
与实行后(2018年1月~2018年12月)相关资料，比较实行前后工作效率、药品调剂差错、药品报损情况

及病区满意度。结果：6S管理实行后，员工单方调剂时间、取药等候时间、药品盘点时间均显著低于实

行前，而人均日调剂量显著高于实行前(P < 0.05)；药品调剂各类型差错情况及总差错率均显著低于实行

前(P < 0.05)；失效药品种类、滞销药品报损金额均显著低于实行前，而账物相符率显著高于实行前(P < 
0.05)；病区对住院药房服务环境、服务流程、服务态度、调配差错、等候时间各维度满意度均显著高于

实行前(P < 0.05)。结论：6S管理能提高住院药房员工工作效率，减少药品调剂差错及药品损耗，提高

病区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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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住院药房是为医院各病区患者提供药品调剂服务的部门，工作核心环节是药品储存与调配，其工作

效率、药品调剂准确性、失效药品报损等直接关乎住院医疗秩序、患者用药安全及医院经济效益[1]。减

少药房药品损耗、提高工作效率及服务质量一直是住院药房关注重点，而这都离不开有效的管理[2]。6S
管理源于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由企业“5S 管理”模式扩展而来，其核心指导思想为整理(sort)、整顿

(straighten)、清洁(sweep)、规范(standardize)、素养(sustain)、安全(safety)，因各管理核心环节英文首字母

均为“S”，故称之“6S 管理”[3]。按此管理要求，可以规范企业办公环境中的现物、现场，营造整洁、

规范的工作环境，促使员工养成良好工作习惯，最终提升企业素养、减少安全隐患，从而提高企业工作

效率及服务水平[4]。当前 6S 管理已在医院管理中有所应用，但在住院药房管理中应用研究报道较少，

本研究将其应用与本院住院药房管理中，旨在观察其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住院药房药品调配、工作效率等资料，其中 2017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未实行 6S 管理(实行前)，2018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实行 6S 管理(实行后)，实行前年度调剂处方

数 821486 张，发放药物 1163561 件；实行后年度调剂处方数 822064 张，发放药物 1189973 件。本院住

院药房工作人员 25 人，男 8 人，女 17 人，年龄 25~52 (32.16 ± 5.82)岁，副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6
人，初级职称 11 人，后勤人员 7 人，服务病区 35 个，实行前后住院药房科室人员、服务病区等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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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2.2. 方法 

2.2.1. 成立 6S 管理小组 
在院领导、科主任领导下，由全体药房工作人员成立 6S 管理小组，参与相关管理知识学习、药房管

理计划制定及实施等，研究人员进行相关数据整理，共同促进住院药房工作质量改进。 

2.2.2. 6S 管理内容 
1) 整理：① 分类划区：整理药房工作区域，将工作区与生活区分开，避免工作区存放私人物品，

生活区放置药品等；根据药品剂型及储存条件设置输液区、针剂区、口服区、冷藏、贵重药、精二药品

大区，再将药品按照品种如急救类药物、抗生素类、麻醉类、心血管系统用药、呼吸系统用药等细化各

区域药品摆放，进行严格分类放置。② 药品品种梳理：落实药物“一品双规”，避免重复采购同等药理

性质药物，品种数不得超过规定要求；选择适合住院患者应用的药品规格；对长期未使用(至少 1 个月)
药品，可先退回药库，临床现领现用。③ 定量储备：根据既往领药记录确定一段时间内药品用量，设置

最大量、最低量，避免过多或过少存储，以减少药品过多占位、过期损耗、频繁领取等影响工作质量事

件。④ 定期检查：规范药品领取、补充，安排专人定期核对、查看、记录，存在药品积累、有效期等方

面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理，及时清理库存、补充不足，避免药品积压过多、药品存储不足、药品过期等情

况出现。2) 整顿：① 标识醒目：危险药品要标识醒目，如高危药品设置黄底黑字在“高危”标识，毒

麻药品设置绿色警示线，急救药品粘贴红色“急救标识”等等。② 位置易取：根据物品、不同分类药品

使用频率，定点摆放于醒目、易取位置，如高频(日使用超过 50 次)放于离发药者近、视线平齐、易取处。

3) 清洁：① 工作环境清洁：制定药房《清洁管理制度》《清洁值班表》，要求工作人员养成良好清洁

习惯，避免生活垃圾、工作垃圾乱放乱扔，药品、药单要摆放有序，避免任意摆放造成污染、损坏，用

过的物品及时整理归位，方便下次及他人取用，保证工作环境整洁、有序；每班次交班前由保洁人员进

行地面清洁、垃圾清理等，保障干净、舒适的大环境。② 标识清洁：物品、药品、柜台等标识要能清晰、

干净，出现污染、破损及时更换，保证能清楚辨认。4) 规范：① 制度规范：将整理、整顿、清洁工作

制度化、规范化，确保贯彻落实，每周进行督促检查，并纳入个人绩效考核；② 流程规范：制定合理的

发药流程、退药规定，让药房工作流程更符合规范，减少因操作不规范造成的药品发放错误、退药隐患

等。5) 素养：① 职业素养：定期组织学习、培训，加强药师自身药学知识积累，掌握药物选择、配伍

禁忌等知识，对不合理的处方有能力、有职责进行询问，避免盲目调配后病区出现退换药情况；确保工

作人员熟悉工作流程，对实习生、新员工进行严格培训、管理。② 人文素养：要求工作人员注重自身仪

表、工作纪律，避免工作期间夸张的着装、打扮，自由懒散、纪律涣散，造成不良影响；工作时要注意

文明用语、服务态度良好，避免矛盾纠纷。6) 安全：① 药品质量安全：加强药品质量管理，严格按药

品储存要求(温湿度、避光等)进行储存、登记；拆零药品调配后要盖紧瓶盖、进行标识管理；制定药品近

效期一览表，及时清理药品，杜绝药品过期发放情况；② 药品调配安全：发药时严格遵循发药流程、查

对制度，药品调配、发放分开，保证双人核查；对看似、听似、一品多规药物进行区分放置，并贴示警

示标语，提醒发药时加强核查。③ 科室及员工安全：制定《住院药房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员工安全意

识，注意科室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员工合理排班，避免过度劳累造成的个人及工作安全隐

患。 

2.3. 观察指标 

① 工作效率：比较 6S 管理实行前后，单方调剂时间(调剂人员拿到处方到完成配置时间)、人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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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量(各人调剂处方量/各人工作日)、取药等候时间(病区取药人员到达药房取药至核对完领药后离开之

间等待时间)及药品盘点时间(员工对药品进行盘点检查时间)。② 药品调剂差错：统计年药品发放件数及

差错情况，比较实行前后差错种类及总差错率。③ 药品报损情况：统计实行前后每月药品失效种类、滞

销药品报损金额及账物相符率(账物相符药品品种数/盘点药品品种总数)。④ 病区满意度：自制满意度调

查表，对各个病区进行住院药房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服务环境、服务流程、服务态度、调配差错、等

候时间，根据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对应 0 分、5 分、10 分、15 分、20 分。 

2.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x s± )列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实行前后工作效率比较 

6S 管理实行后，员工单方调剂时间、取药等候时间、药品盘点时间均显著低于实行前、人均日调剂

量显著高于实行前(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work efficiency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 x s± ) 
表 1. 实行前后工作效率比较( x s± ) 

组别 n 单方调剂时间(min) 人均日调剂量(张/天) 取药等候时间(min) 药品盘点时间(min) 

实行前 25 5.38 ± 1.16 163.15 ± 12.87 15.87 ± 3.36 115.42 ± 21.85 

实行后 25 2.92 ± 0.54 195.56 ± 15.64 9.62 ± 2.13 79.62 ± 10.43 

t  9.613 8.001 7.855 7.393 

P  0.000 0.000 0.000 0.000 

3.2. 实行前后药品调剂差错情况比较 

6S 管理实行后，各类型差错情况及总差错率均显著低于实行前(P < 0.05)，详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drug adjustment error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n (%)] 
表 2. 实行前后药品调剂差错情况比较[n(%)] 

组别 年发放件数(件) 
差错情况 

数量错 种类错 其他 差错件数 总差错率 

实行前 1163561 768 394 102 1264 0.109% 

实行后 1189973 410 242 49 701 0.059% 

χ2  117.055 39.835 19.815 174.359 

P  0.000 0.000 0.000 0.000 

3.3. 实行前后药品报损比较 

实行前，平均每月失效药品种类为(2.38 ± 0.42)种/月，滞销药品报损金额(10462.85 ± 496.41)元/月，

账物相符率(92.26 ± 4.42)%；实行后，平均每月失效药品种类为(1.16 ± 0.32)种/月，滞销药品报损金额

(5841.35 ± 312.67)元/月，账物相符率(97.36 ± 2.14)%；实行后失效药品种类(t = 8.004, P < 0.05)、滞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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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报损金额(t = 27.288, P < 0.05)均显著低于实行前，而账物相符率(t = 3.598, P < 0.05)显著高于实行前。 

3.4. 实行前后病区满意度比较 

6S 管理实行后，病区对住院药房服务环境、服务流程、服务态度、调配差错、等候时间各维度满意

度均显著高于实行前(P < 0.05)，详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ward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 x s± , points) 
表 3. 实行前后病区满意度比较( x s± ，分) 

组别 n 服务环境 服务流程 服务态度 调配差错 等候时间 

实行前 35 17.86 ± 2.42 17.64 ± 2.11 17.14 ± 2.26 18.06 ± 1.47 17.26 ± 3.14 

实行后 35 19.15 ± 1.14 19.58 ± 1.07 19.37 ± 1.14 19.63 ± 1.04 19.04 ± 1.82 

t  2.853 4.851 5.212 5.158 2.902 

P  0.006 0.000 0.000 0.000 0.000 

4. 讨论 

药品是疾病治疗的重要环节，药品质量安全、用药规范等与患者治疗效果、生命健康密切相关[5]。
住院药房是医院药品流通的重要部门，其工作效率、药品质量及服务水平关乎患者及医院的切身利益，

而完善药房管理往往可以从源头上把控患者用药安全、促进医院经济效益[6]。既往住院药房管理以习惯

性经验管理为主，而缺乏系统、完整的管理理念，其管理效果有时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引入先进的管理

模式势在必行[7]。 
6S 管理是一项彼此关联、系统的管理模式，其中“整理”、“整顿”、“清洁”是具体内容，旨在

营造整洁、有序、高效的工作环境及氛围；规范是将上述内容实行进行规范化、制度化，使其能贯彻实

行；而素养旨在提高员工自身职业、人文素养，养成良好工作习惯，是上述管理内容持续实施的关键；

安全旨在保障客户、员工、企业的安全，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基础[8]。6S 管理作为国际一种先进的管理模

式，为众多企业管理者引用，被证实在提升企业形象、减少浪费、保证质量、提高效率、保障安全等方

面有诸多益处[9]。近些年来，6S 管理在医院管理中也有不少应用研究报道，诸静等[10]将 6S 管理用于门

诊药房管理中，发现能减少失效药品报损及药品调剂差错，提高药师高危药品相关知识知晓率，改善患

者满意度；许静等[11]将 6S 管理模式用于消化内镜中心，发现能提高消化内镜清洗消毒合格率、护士专

业知识水平及患者满意度。本研究将 6S 管理模式用于本院住院药房管理中，结果显示，6S 管理实行后，

员工单方调剂时间、取药等候时间、药品盘点时间均显著低于实行前，而人均日调剂量显著高于实行前，

说明 6S 管理能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实行后药品调剂各类型差错情况及总差错率均显著低于实行前，说明

6S 管理能减少药品调剂差错；实行后失效药品种类、滞销药品报损金额均显著低于实行前，而账物相符

率显著高于实行前，说明 6S 管理能减少医院药品损耗；实行后病区对住院药房服务环境、服务流程、服

务态度、调配差错、等候时间各维度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实行前，说明 6S 管理能提高病区对住院药房工作

满意度。分析原因，在 6S 管理中，通过整理、整顿、清洁，一来能规范药品存储，可以使药品按需存放，

避免药品堆积、不足等情况影响工作效率；二来可以规范药品摆放，让特殊药品标识醒目，能提高警惕

性，确保给药安全，让高频药品易取易拿，可提高药品调剂速度；而注重清洁可以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

避免拖拉扯皮情况，让员工感到舒适，确保优质、高效、安全的工作环境。将管理制度规范化，则可以

使管理可持续进行，整改工作贯彻到底；将工作流程规范化，可以保障工作有序、规范进行，能进一步

减少药品调剂差错等事件发生。提高员工职业素养、人文素养，可以让员工保证良好工作状态、改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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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态度，并养成良好习惯，从而改善工作效率、减少差错、提高满意度。注重工作中药品质量、调配以

及个人、科室安全意识培养，可以减小用药危险性，提高工作环境的安全性，是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的基

础。故实行 6S 管理后，工作效率、药品调剂差错、药品损耗、病区满意度等方面均得到了改善。当然一

项管理的实施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将管理模式与住院药房工作进行有机结合，需要管理者及员工的

共同努力，在实际应用中及时发现问题并持续改进，才能使管理能持续、有效的为工作服务，让员工个

人、患者、科室及医院均受益[12]。 
综上所述，6S 管理用于住院药房中，能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减少药品调剂差错及日常损耗，改善病

区满意度，值得管理者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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