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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分为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 总则

--第 2 部分 临床药学服务

--第 3 部分 药学保障服务

--第 4 部分 药事管理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3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包括以下部分：

--第 3-1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药品保障

--第 3-2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门诊处方

--第 3-3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临床用药

--第 3-4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用药监护

--第 3-5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静脉用药集中调配

--第 3-6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医疗机构制剂

--第 3-7-1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高警示药品

--第 3-7-2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易混淆药品

--第 3-7-3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

--第 3-7-4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超说明书用药

--第 3-7-5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输液安全

本标准是第 3-7-3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医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医院协会药事专业委员会，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积水潭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甄健存，张志清，姜玲，卢晓阳，李晓宇，武玺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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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

第 3-7-3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理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医疗机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管理过程和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各

要素。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CHAS 10-2-12—2019 中国医院质量安全管理第 2-12 部分：患者服务 临床用药

T/CHAS 20-4-12-1—2023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第 4-12-1 部分：药事管理 药品临床应用

管理 特殊管理药品

T/CHAS 20-3-7-1—2023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第 3-7-1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

理 高警示药品

T/CHAS 20-3-7-2—2023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学服务第 3-7-2 部分：药学保障服务 重点药品管

理 易混淆药品

3 术语与定义

T/CHAS 10-2-12-201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数药品 nursing unit drug stock
为确保用药医嘱在合理的时间内执行，存放在病区或门急诊功能检查室内一定数量的基于预期用途

的药品。

[来源：T/CHAS 10-2-12-2019，3.1]

4 关键要素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关键要素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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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车药品目录

基数药品目录

储存管理

设施设备

人员要求

制度建设

管理组织 质量管理

持续改进

基本要求 管理过程 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使用管理

图 1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关键要素

5 要素规范

5.1 基本要求

5.1.1 管理组织

5.1.1.1 医疗机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在本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和药品质量管理

小组的指导下进行。

5.1.1.2 医疗机构应形成包括药学、护理、医务等多部门协调机制，对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的配备、储存

及使用进行有效管理和质量控制。

5.1.2 制度建设

5.1.2.1 医疗机构应制定和完善本机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相关管理制度，保证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确保

管理工作质量。

5.1.2.2 医疗机构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各部门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抢救车与基数

药品工作流程等。

5.1.3 人员要求

5.1.3.1 从事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的药学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a) 具有药师及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b) 通过药品管理尤其是特殊管理药品、高警示药品等相关培训。

5.1.3.2 负责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的护理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a) 具有护师及以上护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b) 通过药品管理尤其是特殊管理药品、高警示药品等相关培训。

5.1.4 设施设备

5.1.4.1 医疗机构应为各病区/诊室配备统一的抢救车（特殊病区/诊室可根据工作需要配备抢救药箱），

抢救车内药品、器械、耗材等的摆放由医疗机构护理部门确定，全院统一布局。

5.1.4.2 各病区/诊室应根据基数药品品种、数量等情况，配备相应的药品柜或药架，用于基数药品存

放。

5.1.4.3 配备包含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冷藏药品等基数药品的病区/诊室，应按要

求分别配备相应的储存设施和监控设施，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配备智能药柜。

5.1.4.4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宜按照药品说明书储存条件进行储存，存放处应有温湿度记录，有条件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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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可使用智能温湿度监控设备。

5.2 管理过程

5.2.1 抢救车药品目录

5.2.1.1 抢救车内药品的基本配备由医疗机构护理、药学、医务部门共同商定，药品品种、规格、数量

相对固定，清单格式全院统一，抢救时可及时、准确获取，避免延误治疗和发生用药错误。

5.2.1.2 抢救车内可设定专科抢救药品配备区域，由各临床科室根据本专业特点和抢救需要，配备个性

化专科抢救药品并明确标识。

5.2.1.3 抢救车内应备有抢救车内药品目录和布局清单，方便取用和检查核对。

5.2.1.4 抢救车内宜配备药品剂量查询表或换算表，如儿科病区/诊室的抢救车可提供儿童用量推荐表，

避免因剂量换算延误抢救时间。

5.2.2 基数药品目录

5.2.2.1 基数药品目录应限于抢救药品及临床应急治疗药品，药品种类和基数根据各病区/诊室的诊疗

需要确定。

5.2.2.2 各病区/诊室应根据本专业特点，以满足抢救和一般应急治疗为目的确定基数药品种类和基数，

报护理部门和药学部门同意。

5.2.2.3 基数药品目录一经确定，应相对固定，不得随意更改。如果需要调整基数药品的种类和基数，

应经病区/诊室护士长、科主任签字，护理部门和药学部门负责人同意。

5.2.2.4 基数药品目录一式三份，分别在护理部门、药学部门及相关病区/诊室留存。

5.2.2.5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通过信息系统对基数药品目录进行管理，并对药学部门、护理部门和相关

病区/诊室的权限进行限制。

5.2.3 储存管理

5.2.3.1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由药学部门统一配备，抢救车与基数药品撤销或调整时，撤出的药品应退回

药学部门妥善处理。

5.2.3.2 抢救车药品应存放在抢救车内固定位置。抢救车应加封条/一次性锁扣等方法实行封闭保管，

并注明封闭日期和时间，遇有临床抢救时方可开启；抢救工作结束后应按基数要求及时补充所用抢救药

品，检查抢救车内药品无异常后方可再次封闭或锁闭。

5.2.3.3 基数药品应按照药品类别分类存放，标识清晰。注射剂、内服药应与外用药分开放置；听似、

看似、多规格等易混淆药品应分开放置，并设置全院统一警示标识；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应在专

用保险柜存放，双人双锁管理；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应专柜或专用抽屉加锁存放；避光、

冷藏等特殊保存的药品按照要求进行保存。

5.2.3.4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应根据药品说明书上的储存条件进行存放，并记录温湿度情况，有条件的医

疗机构可使用智能温湿度监控系统完成每日检查和记录工作。

5.2.3.5 抢救车药品与基数药品接近有效期时应粘贴近效期标识，并及时退还药学部门或调剂给其他科

室使用，同时补充新效期药品。

5.2.4 使用管理

5.2.4.1 使用抢救车与基数药品时应按照医师开具的用药医嘱单执行医嘱。紧急抢救时使用口头医嘱应

及时补充记录，可按照 T/CHAS 10-2-12—2019 执行。

5.2.4.2 抢救车药品与基数药品的使用应遵循“先进先出、近期先用”的原则，并在使用后及时补充，以

保持抢救车药品与基数药品的品种和数量不变。

5.2.4.3 抢救车药品与基数药品应确认在有效期内方可使用，如有过期、沉淀、变色、药品标签与瓶内

药品不符、标签模糊或涂改等情况不得使用。

5.2.4.4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中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使用管理按照

T/CHAS 20-4-12-1—2023 执行；高警示药品的使用管理按照 T/CHAS 20-3-7-1—2023 执行；易混淆药

品的使用管理按照 T/CHAS 20-3-7-2—202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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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5 对于抢救车与基数药品中开启包装多次使用的药品（如胰岛素），应在容器外部注明开启日期

和失效期，开启时间不详或超过保存期限的药品不得使用。

5.3 质量管理与评价改进

5.3.1 质量控制

5.3.1.1 医疗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对本机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进行监管，确保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质

量。

5.3.1.2 病区/诊室应安排相对固定的责任护士负责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的日常管理，至少每月一次全面

检查并做好相关记录，包括药品的品种、数量、包装、性状、有效期、药品标签、警示标识等，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

5.3.1.3 药学部门每月一次对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的管理和使用进行检查，填写抢救车与基数药品检查表

（参见附录 A）；涉及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应填写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检查表（参见

附录 B），相关结果报送护理部门和医务部门，对于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5.3.1.4 药品质量管理小组应定期对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分析反馈、落实整改。

5.3.2 持续改进

5.3.2.1 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应列入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及护理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抢救车与基数

药品管理质量。

5.3.2.2 药品质量管理小组应定期分析抢救车与基数药品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督促相关科

室落实，了解整改状况，必要时报本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组）进行论证，确认相关问题

的改善策略及总体工作部署。

5.3.2.3 医疗机构应建立抢救车与基数药品差错预防与上报相关工作流程，开展差错事件汇总、分析、

总结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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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医疗机构抢救车与基数药品检查表

医疗机构名称： 检查部门： 年 月 日

检查内容

抢救车药品

1.药品品种、数量是否与抢救车药品目录相符 □ 是 □ 否

2.是否按规定位置存放、标识清楚 □ 是 □ 否

3.存放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变色、变质、沉淀、浑浊、过期、破损等） □ 是 □ 否

4.药品摆放是否依据效期从左至右，先进先出 □ 是 □ 否

5.抢救车存放处是否有完整的温湿度记录 □ 是 □ 否

其他基数药品 □ 不适用

1.药品品种、数量是否与基数药品目录相符 □ 是 □ 否

2.药品是否按类别分类储存、标识清楚 □ 是 □ 否

3.存放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变色、变质、沉淀、浑浊、过期等） □ 是 □ 否

4.药品摆放是否依据效期从左至右，先进先出 □ 是 □ 否

5.药品存放室是否有完整的温湿度记录 □ 是 □ 否

6.是否符合基数管理要求 □ 是 □ 否

第二类精神药品 □ 不适用

1.是否单独保管，专柜或专用抽屉存放 □ 是 □ 否

2.是否符合基数管理要求 □ 是 □ 否

高警示药品 □ 不适用

1.是否单独存放并有明确标识 □ 是 □ 否

2.是否符合基数管理要求 □ 是 □ 否

检查意见：

检查人： 日期：

整改计划：

被检查人： 日期：



T/CHAS 20-3-7-3—2024

6

附 录 B

（资料性）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检查表

医疗机构名称： 检查部门： 年 月 日

检查内容

设备设施及管理制度

1. 防盗设施是否完好 □ 是 □ 否

2．是否实行专人负责 □ 是 □ 否

3．专用保险柜是否执行双人双锁管理 □ 是 □ 否

专用账册记录

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检查登记表填写是否正确 □ 是 □ 否

2.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账册是否正确 □ 是 □ 否

3.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记录表填写是否符合要求 □ 是 □ 否

4.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余液处置记录表填写是否符合要求 □ 是 □ 否

药品储存

1. 药品、空安瓿、废贴数量是否正确 □ 是 □ 否

2. 存放药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变色、变质、沉淀、浑浊、过期等） □ 是 □ 否

3. 药品摆放是否依据效期从左至右，先进先出，标识是否正确 □ 是 □ 否

4. 是否做到账物相符 □ 是 □ 否

处方保管与交接班

1．未取药的处方是否由专管护士妥善保管 □ 是 □ 否

2．是否有交接班记录 □ 是 □ 否

检查意见：

检查人： 日期：

整改计划：

被检查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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