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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部门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干预效果

丁　亮

莱西市武备卫生院　山东青岛　266612 

摘　要：目的：观察药学部门对临床不合理用药的干预效果。方法：抽取2020年5月－ 2021年６月我院接收的住院

患者200例，以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观察组（ｎ＝100）和对照组（ｎ＝100）。对照组患者仅予以常规干预，观察组

患者则予以药学部门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后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用药依从率。结果：

观察组的不合理用药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用药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用药总

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药学部门干预不仅可显著降低临床不合理用药发生率，还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药满

意度、依从性及用药安全性，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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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现阶段，在各项新兴的医疗技术、生物医学技术等

得到极大地提升后，使得各类医疗工作的实施具有了更

多的保证，医学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也有所增多。对于生

物医学方面的分析与研究而言，药品是十分关键的构成，

其类型、总数有所增多，使得临床用药也具有了更多的

选择，药物种类越来越来多，这给更多的疾病治疗创造

了便利，但是，这会引发许多用药不合理类事件，在实

际临床中，不合理的药物配伍、不合理的联合用药等问

题时有发生，而发生频率不断上升，这种不合理用药现

象的发生不仅会对疾病治疗效果产生影响，还会增加患

者的不良反应发生风险，对临床用药总体的安全性带来

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甚至是会引发一些医疗纠纷事件，

激化医患之间的矛盾，因此，强化临床合理用药管理，

提升临床用药的合理性与安全性至关重要。对于临床药

师而言，其能够对用药不合理类事件进行管理，所以，

其需要主动加入至用药教育、管理、指导等方面的工作

中，让用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药学干预是一种比较系

统性的干预方案，其主要是通过药师对药物处方的合理

性进行评估，以此监督临床上的用药情况，从源头上消

除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情况，确保临床用药的合理性、科

学性以及安全性［1-2］。

１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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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2020年5月－ 2021年６月我院接收的住院患

者200例，以随机抽签的方式分为观察组（ｎ＝100）

和对照组（ｎ＝100）。观察组男65例，女35例；年龄

19 ～ 72（37.65±10.36）岁。对照组男52例，女48例；

年龄18 ～ 66（37.69±10.33）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方法

对照组遵循临床常规治疗方案应用药物，并严密监

督患者用药情况。

观察组实行临床药学管理，对临床不合理用药进行

干预：（1）由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明确临床药师在临床

药学管理和药学服务工作中的地位与责任，临床药师则

依据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工作规程积极指导临床

用药工作［3］。（2）由医院安排药师到临床一线，主要是

参与患者治疗方案与药物应用方案的制定，工作内容包

括对药物及溶媒的选择、输注速度、配伍禁忌等提出建

议与指导，有效开展药物品种与数量使用的监督、检查、

限制等药学干预措施［4］。（3）对工作中发现的不合理用

药情况及时进行登记、分析并提出整改建议，再将药学

干预结果归纳总结后上报，由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反馈

至科室及责任医生，以达成药学干预的目的。（4）做好

药学服务与用药安全保障工作，运用多种方法、模式开

展临床合理用药相关知识讲座、培训与咨询工作，重点

在于提高临床医护人员对合理用药的目的、意义与重要

性的认识及提高患者遵医嘱用药的依从性，实现安全、

经济、高效使用药物的目标［5］。

1.3观察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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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干预后的不合理用药发生情况、不良反应及用

药依从性。其中不合理用药情况包括联用药物不合理、

用法不合理、适应证不适宜及抗生素使用不规范。

1.4统计学方法

研究获取的所有数据均统一采用SPSS	22.0统计进行分

析与处理；计数数据统一采用例（%）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计量数据统一采用（ ）代

表，组间差异采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2.1不合理用药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不合理用药总发生率为2％，显著低于对

照组的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不合理用药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联用药

物

不合理

用法

不合理

适应证

抗生素

使用不

规范

总发

生率

（％）

对照组 100
2

（2.00）

1

（1.00）

2

（2.00）

1

（1.00）

6

（6.00）

观察组 100
1

（1.00）
0

1

（1.00）
0

2

（2.00）

2.2用药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的用药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2％，显著低于

对照组的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两组用药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低血压 腹泻 恶心呕吐
总发生率

（％）
对照组 100 3（3.00）2（2.00）1（1.00）6（6.00）

观察组 100 0 1（1.00）1（1.00）2（2.00）

2.3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100 45(45.00) 42(42.00) 13(13.00) 87(87.00)

观察组 100 63(63.00) 34(34.00) 3(3.00) 97(97.00)

χ2 3.9139

P 0.0479

3讨论

在临床中，药物治疗是十分关键的治疗方法，近几

年，在生物医学得到极大地发展后，药物类型、总数均

有所增多，临床用药也具有了更为多样的选择，这不但

大大提升了各类疾病治疗的临床效果，同时，还可以更

好的改善患者的临床表现与症状。但是，伴随着药物种

类的增加，临床中用药不合理的问题也开始凸显出来。

不合理临床用药不仅会降低药物的原有疗效，同时，还

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最终，

会为患者的身心健康甚至是其生命安全带来许多影响，

进而变成了临床中十分重视的问题。在药物治疗所具有

的许多影响因素中，用药不合理是十分关键的，由于不

合理用药所引发的各类问题较多，比如，由于书写错误、

记录不规范、规格/总数不规范所引发的用药不合理。因

此，为了提高临床用药的合理性，确保患者的治疗效果

与生命安全，临床药师需要进行用药教育、指导、管理，

加之药学干预，这些均是无可或缺的。

不合理用药不仅会影响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增加各

种用药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降低患者的治疗耐受性，

而且还会对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带来直接影响，因此临床

用药的合理性会直接影响医疗质量。	在患者的临床诊断

及治疗中，临床医师参与了主要的药物治疗工作，虽可

胜任本专业常见多发病的药物治疗，但对一些跨专科以

及特殊人群等，在用药治疗上可能会存在知识结构缺陷，

进而导致其发生不合理用药情况。	因此，也有学者提出

在临床用药中加强药学部门的干预，通过药师的药学专

科优势指导临床用药，进而达到降低不合理用药发生率

的目的。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不合理用药总发生

率及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说明药学部门

干预不仅更有利于提高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而且还可提

高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减少用药不良反应。

4结束语

综上所述，药学部门干预不仅可显著降低临床不合

理用药发生率，还可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药满意度、依从

性及用药安全性，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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