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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发应急救援药品筹备管理系统，为快速响突发应急救援

任务药品筹备工作，到达受灾地点药品快速查找工作以及非应急状态下药品的

养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方法：运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程序语言，嵌

入药品灾害分类模块，搭载 Microsoft Access 2003数据库。结果：利用计算机

系统，通过嵌入的药品灾害分类模块，成功研发救援药品筹备管理数据库。结

论：应急救援药品筹备管理数据库具有快速响应突发事件，快速精确查找，日

常养护药品方便等优势，但尚有开发升级的空间，可为今后药品保障工作提供

强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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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ency rescue drug 

prepar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rapid 

response of emergency rescue mission drug preparation work to the disaster site drug 

quick search work and non-emergency drug maintenance work. Methods: Using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program language, embedded drug disaster classification 

module, carrying Microsoft Access 2003 database. Results: By using the computer 

system and the embedded drug disaster classification module, the rescue drug 

prepa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Conclusion: The 

emergency rescue drug preparation and management database has the advanta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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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quick and accurate search, convenient daily 

maintenance of drugs and so 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velopment, which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drug security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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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是对人们难以预料且社会造成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公共事件，例如

全世界遭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洪灾、地震、禽流感等事件。突发事件

具有突发性、公共性、严重性、危害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对整个社会，尤其是

医疗机构的卫生救援系统，药品保障系统，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近年来，全

球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如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加勒比海地震，同年我国盘

曲泥石流，以及2018年印尼地震引发海啸等，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

失[1]。实践证实，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结构配置合理，临床适用性强，足量充

分的药品，成为了取得应急救援成功的关键所在[2]。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向

海湾地区运送了4万个集装箱，由于集装箱内的物资明细不清，有2.5万个必须

由人工开封清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3]。2008年，我国“5.12”汶川地

震中也曾出现过救援物资难以查找救援物资消耗不易统计和信息系统管理与实

际情况脱节等诸多问题[4]。

如何针对突发事件快速建立药品应急保障系统，确定药品的需求种类和数

量，药品转运中的快速定位以及后续工作，该课题组已完成相关研究[5]。然而

在实际救援过程中遇到了由于当地通讯中断，信息系统不支持原先设计的通过

手机查找药品的方式；药品装箱过程中未均匀配重，单箱荷载超重通关遇到阻

力；救灾地点发药后剩余药品账务不符等问题。因此我们开发了一款专门针对

以上诸多问题，优化药品准备流程的数据库。

本系统旨在解决针对不同种类突发事件快速建立药品保障目录，根据受灾

地情况、出队人数、拟救助人数的需求自动计算出药品的数量、重量与体积，

以便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合理配重，在集结、转场、展开过程中的快速定位，

还能兼顾日常救援药品库的养护、效期管理等问题。运用信息化编程手段优化

药品管理，提高灾害医学救援药品的保障工作。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开发工具：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程序语言。运行环境操作系统：

Windows XP 或以上操作系统；数据库环境：Microsoft Access 2003 或更高版本。

1.2方法

采用本地数据库提供数据支持，实现应急救援药品的管理。其访问构架采

用客户机与服务器(client/server，C/S)系统结构。系统功能实现的流程为：

Visual Basic6.0 编写的用户界面→链接本地 Access 数据库→执行 SQL 语句（实

现数据库数据的增、删、改、查）→将结果返回用户界面→关闭数据库链接

[6]。

2结  果

2.1突发事件药品准备管理系统设计思路

接到救援任务后，首先在救援任务管理模块中添加此次任务名称、日期、

灾害类型等等。根据灾害类型导入事先设计好的相应模块，导入特定突发事件

药物列表中的药品，并进行手动筛选。根据救灾人数、施救天数、受灾地区灾

民的大致情况对药品用量、重量、体积进行模拟装箱，以便于在任务药品装箱

模块中进行调节，使之达到满足海关要求，配重合理的装箱方案。在受灾地区

施救过程中，药师通过扫码发药，在救援任务结束后可自动计算出药品的使用

量与剩余数量，方便后期进行回顾性分析及药品目录调整等等。详见图 1。

图 1.  突发事件救援管理药品准备系统设计思路

2.2救援药品管理系统功能模块及数据库结构

2.2.1突发事件分类模块

在此模块的输入框中，输入灾害类型名称，系统自动对新添加的灾害类型

进行编号。根据灾害属性对所要执行的救援任务进行分类，如地震、海啸、台

风、洪水、泥石流、矿难等，点击添加按钮，所生成的编号与输入的灾害名称

添加到数据库的灾害模块表相对应字段中。来实现按灾情属性进行药品分类。



并按照课题组前期工作基础，即针对不同突发事件设定的应对该类突发事件的

通用与特殊药品模块，自动导入药品目录。突发事件分类界面见图 2。

图 2.  突发事件分类界面

2.2.2医院药品导入模块

此模块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前期基础工作，建立应急药品数据库，并将所需

药品从我院 HIS 系统中导出。课题组前期已按照出队 10天 100名伤员的数量

列出通用模块及特定灾害相应的药品数量。药师按照通用模块与特定灾害药品

清单添加药品。界面左侧为药品信息，即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包装规格、基

本包装单位、药品编码等。进入应急药品数据库还需要添加英文名称，体积、

重量。灾害编码“标签”等等，填写完成后点击添加按钮。此药品将从界面左

侧的医院药品目录转移到右侧的应急药品目录中。当接到救援任务后，如突发

事件为“地震”类型灾害，则在应急药品数据库中输入“通用”+“地震”即可

显示全部所需药品目录。医院药品导入模块界面见图 3。

图 3.  本院医院药品导入模块界面

2.2.3手工添加药品模块

对于一些非医院常备而本次救援需要的特殊药品，如前往疫区所需的双氢

青蒿素哌喹片，用于放射性元素救治的普鲁士蓝等等，可通过此模块进行药品



属性字段的添加。为保证药品编码字段的唯一性，在药品编码字段后台设置

“WGY+当前日期+输入字符”的组合字段作为应急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编码字段，

点击添加按钮后，录入的药品信息，完成信息填写后，添加到数据库中本次应

急药品目录表中。与医院药品导入模块添加的药品不同之处在于，手工添加的

药品，在数据库应急药品目录表中的外购标识字段的值为“YES”。详见图 4。

图 4.  突发事件特殊药品添加模块界面

2.3任务药品装箱模块

接到救援任务后，通过此模块完成药品的系统装箱，形成装箱明细。①点

击任务查询按钮，选择本次任务名称；②根据本次突发事件出队人数，拟救治

人数及任务天数等情况，输入相关信息。因课题组前期已按照出队 10天 100名

伤员的数量列出通用模块及特定灾害相应的药品数量，在输入相关信息后，系

统会自动计算所带药品数量[5][7]；③药师可根据系统推算数量及受灾地实际情

况，手工微调药品数量。④双击药品条目，对此药品进行模拟装箱，此时药品

信息传入右侧界面，核对单价，手动输入药品的箱号、有效期等字段，系统会

计算出药品的重量、体积等信息；⑤点击添加按钮，将此药品信息写入数据库

的装箱表中。在救灾任务管理模块中添加的药品，系统将自动显示明细，若超

过急救箱的重量或体积后，系统会弹出“请重新核定”的对话框；最后完成模

拟装箱后，系统自动计算此箱子已经使用的体积和重量，显示在“本箱体积”、

“本箱重量”提示框中，并生成药物清单。任务药品装箱模块界面详见图 5。



图 5.  突发事件救援药品装箱模块界面

2.4药品养护模块

药师在后期养护药品和效期管理时，可在此模块查询框中输入天数，便可

以查询应急药品库中距离该天数内会失效的药品目录。更换新效期的药品后，

双击药品条目，药品信息复制到界面下部近效期更换框中，输入更换后药品的

有效期，点击“更换”按钮，目录表中有效期字段进行修改，完成系统更新。

药品养护模块界面详见图 6。

图 6.  药品养护模块界面

2.5数据库关系表

遵循数据库搭建的域完整性、实体完整性和参照完整性的要求设计数据库

实体关系(entity-relationship，E-R)表。数据库设计主要表格包括：任务表（任

务编码、名称、日期）、医院药品目录（物品编码、名称、通用名、商品名、拼

音码等）、应急药品目录（物品编码、名称、规格、基本包装单位、有效期、单

位体积、单位重量、灾害编码等）、灾害模块（灾害编码、灾害名称）、装箱表

（物品编码、名称、规格、数量、任务编码、箱号、总体积、总重量等）等信

息。E-R 表见图 7。



图 7.  数据库 E-R 表格设计图

3讨  论

3.1建立数据库的初衷及实施意义

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国际救援响应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应急管理部建立的初衷就是要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打造

经得起各种考验的过硬队伍。医疗救援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也

反映出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救援能力[8-9]。本系统参考国际搜救咨询团

（International Search and Rescue Advisory Group，INSARAG）对于海外救援队

伍的考评要求建立了针对不同灾害药品目录[10-12]。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应急

管理部成立以来数次救援任务的经验总结编写设计数据库。充分利用医院信息

系统（HIS）药品属性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标准化、流程化的管理，科学

快速的完成针对特定突发事件的药品筹备工作是本研究的目的。

以往救援任务中存在着受灾地通讯中断，无法通过二维码查找药品；单箱

配重超标无法通关；救灾后剩余药品账务不符；非我院常用的特殊救灾药品手

写清单等情况发生。该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很好地解决通信中断后药品的查找问

题；并可根据受灾地情况、出队人数、拟救助人数的需求自动计算出药品的数

量、重量与体积，已实现急救箱空间最高利用率；并运用信息化编程手段优化

药品管理与日常养护，提高灾害医学救援药品保障工作的效率。

3.2 设置应急救援药品数据库的优势

成立应急救援药品数据库之前，救援药品是从HIS系统直接出账。虽然课题

组已经根据不同灾害类型编写了特定的药品清单，并初步计算出对10天救治100

名伤员所需要的药品数量。但每次手工输入几十种药品耗时严重，且无法快速

根据受灾人数，救援人数等客观条件快速计算出所带药品数量，更无法准确估



重，造成了很多重复劳动。“黄金72小时”是地质水灾等灾害发生后的黄金救

援期，这是救援界的共识。而救援药品的筹备时间以及救援物资到达灾害发生

地后的展开时间，都是救援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

3.2.1按突发事件属性分类便于快速实现药品清单

应急药品数据库是基于不同灾害属性建立的，即为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

件与社会安全事件。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海啸、台风、洪水、泥石流（砂土液

化）、森林/郊野火灾、冰冻雪灾，生产安全事件包括生产事故（矿难，危化品，

核泄漏）与航运事故（航空航海交通）。因社会安全事件涉及恐怖袭击事件、暴

动、战争等，所用药品具有特殊性，故不列进日常医疗救援用药模块中。实现

灾害属性分类后可在后期承接任务后快速梳理清单，如突发事件为地震灾害，

药师可在数据库中输入“通用+地震”，即可快速生成应对地震灾害的备药清单

及药品数量。

3.2.2应急救援数据库与 HIS 的不同之处

与以往从 HIS 系统直接出库不同，建立应急救援数据库除方便根据标签如

“通用”“地震”，“水灾”，“雪灾”等迅速生成药品清单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

吸取莫桑比克国家救援的教训，在前期准备时期，药品录入界面中，运用

Visual Basic 6.0程序设计语言，创建 2个 textbox 窗体，通过条件语句“IF

（textbox.text=“”）THEN MSGBOX（textbox.text）不得为空”进行“体积”、

“重量”字段的值不能为空的设定，录入药品的体积与重量，即最小包装单位

的体积、重量及每百人用量等信息。可以在出队前的实现动态模拟装箱，根据

救援箱的总重量，受灾地区人数，救援队人数等变量，计算出所带药品的总重

量与总体积，最大限度的提高救援箱的利用率，避免出现海关通关时的超重现

象，避免重复劳动。

3.2.3应用本地数据库，不受通讯影响快速定位药品

国际救援的大型灾害任务中，往往受灾区域的公共设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通信系统处于瘫痪状态。在莫桑比克实施人道救援中就出现通过第三方软件扫

描二维码查询云数据的功能无法使用等情况。本地数据库的创新点在于系统内

功能不受通信设施的影响，单机即可实现查询功能。快速查询药品所在药箱的

功能，做到后方快速集结，战地快速展开，迅速定位所需药品，为救援赢得宝



贵时间。

4.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尚需解决的技术难点

本系统对于应急救援队药品养护领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运用 select 查询

语句，对应急救援药品目录中“有效期”字段进行条件查询，可以对查询输入

固定天数内效期药品进行实时查询，并在数据库内直接更换药品效期。但在后

续统计此次救援任务的代码书写中出现问题，由于在前期准备工作中为了进行

药品“体积”“重量”属性的添加，将单位固定为“盒”，但在实际救援过程中

很多药品以更细化的计量单位使用，因此尚不能实现对以往任务所使用的药品

总量进行清算，也无法获取几次相同救援任务中药品利用率高低情况，暂时无

法实现根据救援任务实际发生情况及时更新药品清单的功能，目前此项任务还

在探索中，在软件的升级版本中，将对此类问题解决。

5.不足及展望

目前本地数据库，虽然解决了执行救灾任务中通信网络中断无法查找药品

的问题，但尚且存在着无法实现多人共同操作的弊端。在实际救援过程中，无

法支持多小队同时执行任务。在今后的功能拓展中，设想可以运用蓝牙技术进

行数据传输，实现手持设备的功能开发，自动生成药品使用记录。小队任务执

行完毕后，将手持设备数据通过蓝牙将数据回传至数据库。将更加有效地提升

应急救援效率。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站在新的历史方

位，我们清醒认识到未来还将面临诸多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我们将拥有更多、更强的救援装备与手段。防灾减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

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在应急救援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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