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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药剂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的干预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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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探讨门诊药剂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的干预效果。方法：以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我院门诊部给予不合

理用药处方的患者 6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回顾并统计患者临床资料，统计干预前后患者用药情况。结果：门诊药剂师对门诊不合理用

药处方进行干预后，临床用药的合理性得到明显的提升，由于不合理用药而引起的用药事故等事件的发生人数也得以减少，同时滥用药物

的现象也得到有效的抑制，干预前后临床用药合理性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门诊药剂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给予

药学干预有助于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提升门诊患者用药的合理性，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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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还存在诸

多用药不合理现象，这将对患者治疗效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严重时

将导致患者死亡[1]。门诊药剂师属于医院比较重要的职位，其对药

物的使用进行最后的把关，因而对于保证门诊用药合理性具有积极

的意义和价值。门诊药剂师针对门诊不合理的用药处方进行积极干

预，加强医患沟通，以提升门诊用药的合理性是当前研究的焦点。

此次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 60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分析探讨门诊药剂师对不合理用药处方相应干预效果，并将结

果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 2018 年 2 月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我院门诊部给予不合理用药

处方的患者 6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回顾并统计患者临床资料，

结果如下：男女患者分别为 36 例和 24 例，患者年龄分布于 28-75

岁，中位年龄为（49.6±2.4）岁。 

1.2 干预方法 

门诊药剂师积极参与到患者的药物治疗过程，一方面可以指导

患者的临床用药，发挥其自身的药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对

临床医师其用药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及时发现并处理不合理的门

诊用药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纠正，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不合理

用药而引起的用药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而提升医疗质量与用药安全
[2]。通过加强用药监管，临床药师逐渐提升对处方的审核能力，增

进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向患者详细讲述药物的相关知识，提

升患者用药配合性与依从性，从而提升用药合理性。 

1.3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1.0 统计学分析软件对此次研究门诊药剂师干预前后

不合理用药的发生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以百分比（%）表示，并进

行卡方检验，若显示 P<0.05，则表示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门诊药剂师针对临床用药给予必要的干预，结果显示临床用药

的合理性得到明显的提升，由于不合理用药而引起的用药事故等事

件的发生人数也得以减少，同时滥用药物的现象也得到有效的抑

制，干预前后临床用药合理性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详见下表 1： 

表 1 药剂师干预前后患者门诊用药合理性比较[n=60] 

不合理用药 干预前 干预后 

用药和病情不符 26.67（16/60） 6.67（4/60） 

用药重复 8.33（5/60） 0 

抗生素用法失当 10.0（6/60） 1.67（1/60） 

配伍禁忌 11.67（7/60） 3.33（2/60） 

选药不合理 13.33（8/60） 3.33（2/60） 

3 讨论 
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因而门诊药剂

师作为特殊的职业和岗位其作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相关的文

献资料及用药实践，若门诊药剂师针对不合理的用药处方给予必要

的药学干预将有助于提升用药合理性，减少药物各种使用不当等现

象。由于存在诸多因素，于以往的医疗系统中，比较注重患者在院

内的合理用药，却忽略了对门诊用药的干预和控制，因而存在较多

的用药不合理现象，此时针对门诊用药给予门诊药剂师干预将具有

积极的意义和价值。鉴于此，广大的门诊药剂师应运用自身管广泛

的药学知识以对门诊用药进行干预，积极有效的参与到药物的使用

管理相关工作中，以着力提升门诊用药的安全性与合理性。 

龚勋等[3]研究表明，基层医院的临床药师针对门诊的不合理用

药情况施以药学干预，将有助于对门诊药剂师其用药行为进行规

范，减少门诊不合理用药等现象的发生。马文娟等[4]通过回顾性分

析药剂师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在干预前后的用药情况，结果表

明临床药师积极参与门诊用药干预能够及时发现用药不合理现象，

然后及时给予干预有助于减少门诊用药的不合理现象，提升用药的

合理性。临床药师应当加强相关药学知识的培训和学习，注重经验

的积累，同时要加强和临床医师之间的交流沟通，以针对患者给予

正确科学的用药指导和干预，从而提升干预的成功率。胡秀梅等[5]

通过对门诊药剂师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给予干预的相关数据

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临床药师应当不断提升自身与医院重点

科室以及各临床医师之间的药学交流和沟通，针对重点药物相应不

合理用药进行监测，最大限度的避免用药不合理现象的发生，提升

用药合理性。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与药剂师门诊用药干预前相比，干预后患

者用药不合理现象，如抗生素用法失当、用药和病情不符、用药重

复、配伍禁忌以及选药不合理等的发生率明显降低，对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门诊药剂师针对门诊不合理的用药

处方给予必要的药学干预，有助于提升临床用药的合理性，同时也

大大减少药物的滥用现象。 

综上所述，门诊药剂师对门诊不合理用药处方给予药学干预有

助于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提升门诊患者用药的合理性，保证患者

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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