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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的提升方法及效果

王优丽

淄博市骨科医院　山东淄博　255000

摘　要：目的：分析提升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的方法以及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取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和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以及西药房药师，其中患者 200 人，药师工 11 人，对患者分为 2 组，即对

照组和研究组，自 2021 年 1 月起，从培训、药物管理、设施管理等方面提升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比较两组药学质量评分、

患者的满意度以及发生差错事件情况。结果：研究组药学质量评分、患者的满意度更加满意，差异显著（p ＜ 0.05）；研

究组发生差错事件概率更小，差异显著（p ＜ 0.05）。结论：从培训、药物管理、设施管理等方面可以使得西药房药学服

务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使得临床治疗安全性更高，发生差错时间的概率有效降低，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的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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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用药合理性，可以使得医疗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加

快患者的恢复速度。但是近年来各种类型疾病的不断涌现，

越来越多的药物被投入临床使用，药物类型的增加也为药物

使用带来了更多可能出现的错误，尽管药物可以对疾病进行

治疗，但是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日益增多，也会使得临床治疗

安全性受到负面影响，部分患者可能由于用药不安全问题

失去生命 [1]。有学者研究后发现，患者由于用药错误而发生

死亡的概率逐年升高，尤其是应用日渐广泛的西药，在使用

西药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用药问题的情况日渐严重。在医

院内部，西药房属于重要的组成部门之一，西药房内的工作

人员主要是为患者提供药物，在提高用药安全性的过程中，

西药房属于负责部门之一，西药房药师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

自身的工作经验以及理论知识，在临床用药过程中采取有效

的干预方式，使得临床用药安全性得到保障，减少由于用药

不合理而导致的不良反应。基于此，为了使得西药使用安全

性更高，我院通过改革有效提升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本次

研究通过对比，分析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的提升途径以及效

果，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 和 2021 年 1 月 -2022

年 1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以及西药房药师作为研

究对象，分别为 211 名，其中患者 200 人，药师工 11 人，

对患者分为 2 组，患者和药师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1 所示。本

次研究确保在不泄露患者及药师信息的前提下进行。

表 1：患者和药师基本信息统计表

基本信息 研究组 对照组

患者（n=200）

男女比例 51：49 48：52

年龄范围（岁） 18-77 19-77

平均年龄（岁） 45.62±4.58 46.05±4.85

药师（n=11）

男女比例 9：2

年龄范围（岁） 23-47

平均年龄（岁） 32.85±4.57

文化程度

中学及中专 1

大专 4

本科及以上 6

1.2 方法

自 2021 年 1 月开始， 针对性实施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

提升方案，并在后续继续跟进完善，内容如下：（1）开展

培训活动并进行三基考核：组织药师学习药品管理方法以及

相关规则制度，有效提升药师的法律意识，在培训完成后，

对药师进行考核，对最终的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将培训成绩

与药师的绩效或者职称挂钩，影响后续职称评定，建立奖惩

机制，确保每位参训人员对于不同药物的使用剂量、给药途

径、药物疗效、用药不良反应和相关禁忌症均非常了解，通

过通过线上钉钉学习业务知识，要求全员参与，在学习任务

完成后，根据讲课内容进行测试，并统计成绩，使得药师学

习新型服务体系内容以及药学知识，药学专业相关知识是药

学服务的基础，药师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充分理解药理学与药

物之间的相关性，药师对于医师开具的需要处方具有辨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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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当发现药方存在不合理之处，则需要及时与医师沟通，

提高用药安全性，从而有效减少临床用药不合理现象，避免

发生医疗纠纷。（2）完善冷藏冰柜、药柜等设施，对于药

房内的每类设施，均需要合理摆放，在门诊药房内需要加大

资金投入，加强信息化建设，将电子处方全面普及，使得西

药房工作人员的日常效率得到有效提升，患者就诊时间大幅

度减少。（3）建立健全西药管理制度，对药物的分类摆放、

性质以及作用进行有效管理，派遣专人对不同药物进行管理

记录，优先发放临近保质期的药物，对过期药物及时进行处

理。（5）药物在发放给患者后，患者服用药物出现不良反应，

药师需要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在患者服用药物前，为患者讲

解药物的具体用法用量，告知患者服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

作用以及有效预防措施，告知患者科学用药的重要性，从而

使得药物疗效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有效保证科学用药。

1.3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3.0，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果检验

结果发现 p 值在 0.05 以下，表示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药师发生差错概率以及患者满意度比较

研 究 组 和 对 照 组 药 师 发 生 差 错 概 率 分 别 为 3.13%

（1/32）、59.38%（19/32），研究组药师发生差错的概率比

较小；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满意度分别为 99.44%（177/178）、

82.58，研究组患者满意度较高，差异显著（p ＜ 0.05）。

2.2 两组药学服务质量评分

研 究 组 和 对 照 组 药 学 服 务 质 量 评 分 分 别 为

（92.58±4.15）分、（81.45±7.48）分，研究组药学质量评

分更加优异，差异显著（p ＜ 0.05）。

3. 讨论

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我国医疗事业以及医疗体系

也处于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疾病的治疗离不开药物，药

物可以用于治疗、预防疾病，合理有效地使用药物可以让患

者的疾病得到有效治疗，让患者的生命健康得到保证，但是

随着大量新药的研发和使用，临床不合理用药事件频发 [2]。

以人为本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概念在医疗行业内部得到广泛

的推广，这种模式使得临床用药更加合理化、规范化，我国

也就规范使用药物颁布多个工作实施方案，致力于加强临床

药物合理使用，因此加强临床合理用药、提高使用药物的

安全性已经成为医院的工作重点之一 [3]。不合理处方不仅仅

会对临床疗效造成影响，还会使得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对患者的生理与心理均造成负面伤害，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还

会付出更多的经济和精力，各方面压力的增加也会使得患者

以及患者家属对医生产生负面情绪，从而使得医患关系更加

紧张，医院内部的医药资源也会处于不断浪费的状态中 [5]。

在医药市场中，不断涌现多种类型的新型制剂和药物，患者

在使用药物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同时患

者在用药过程中更加需要药师对其进行用药指导服务，在此

背景下，西药房药学工作人员等日常工作职责不仅仅是为患

者发放药物，同时需要满足患者的日常咨询要求，告知患者

用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指导患者科学有效地

服用药物。传统的药学服务理念无法满足患者的日常用药需

求，在临床中要求药学服务由传统的被动逐渐转变为主动服

务，要想有效提升西药房药学服务质量，不仅仅需要有效改

善各项硬件设施，更需要有效提升药师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工

作能力，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通过科学有效的用药指导，使

得患者在用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被有效减少，同时提升临床

疗效 / 在本次研究中，取得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对

于西药房的药学服务更加满意，说明在对西药房药学服务质

量进行有效改善后，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患者需求。我院

不仅仅提升了西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同时还对西药房

的各项硬件设施进行改善，比如对窗口柜台重新设计，尽可

能减小流动车占地面积，节省空间，使得日间儿科或夜班常

用药品有充足空间摆放，如粉针，安剖剂型，购置新型冰箱、

药品柜，设置专门的阴凉室、阴凉柜，并配备空调、药品柜、

液体架等，在购买各类器材、设施的过程中完善购买流程，

进一步提升对西药储存和管理要求，同时对于患者在服用西

药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具针

对性的药物，使得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得到有效节

约，也使得西药房发生差错的概率有效减少。在本次研究中，

研究组药师发生差错事件的概率明显比对照组更低，并且药

学服务质量评分也得到显著提升。

综上所述，西药房工作人员应结合临床需要，加强业

务学习，提升西药房服务质量，为合理用药提供有力保障，

使临床用药更趋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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