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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心血管内科患者例数增加程度尤为显著，

针对此类患者在用药效果获得同时用药问题逐渐凸显，

使得医院正常秩序受到影响。1 心血管内科作为医院重要

组成科室之一，其呈现出病势险以及发病急特点，对此

对用药合理性做出保证意义显著。因为用药差错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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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使得患者呈现出诸多用药不良反应现象，对此针

对心血管内科患者用药合理性做出保证，意义显著。本

次研究将针对心血管内科患者探析常见用药问题并研究

有效整改方案以对用药合理性做出保证，以显著提升心

血管内科患者预后水平。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收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500 例，男 265 例，

女 235 例；年龄 45 ～ 76 岁，平均（59.37±2.58）岁；病

程 0.5 ～ 7 年，平均（3.57±1.85） 年；心律失常 9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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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185 例，心绞痛 75 例，心力衰竭 65 例，心肌梗死

55 例，其他 30 例；联合用药 445 例，单一用药 55 例 [1]。

纳入标准：患者均具有读写能力；头脑清醒。

排除标准：存在肝、肾等重大疾病者；精神疾病或

意识模糊者。

1.2 方法

采取用药措施展开临床干预，具体如下。

1.2.1 合理给予药师干预

心血管内科患者在用药治疗前需要就患者具体情况

展开对应分析，就患者尿液检查结果以及血液检查结果

加以了解，针对患者自身感觉进行认真询问，就其家属

积极做好咨询工作，针对具体情况展开综合分析，最终

确保针对性用药方案 [2]。

1.2.2 合理展开用药指导干预

在准备对心血管内科患者展开药物治疗前，需要就

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合理指导，此外，心血管内科疾病

患者年龄较大，往往表现出较差记忆力以及受教育水平

不足的情况，对此就药物用量用法等，要求医护人员通

过卡片形式以及纸条形式进行认真书写，保证患者对于

用药知识可以充分了解 [3]。

1.2.3 积极展开疾病知识讲解

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多呈现出较低疾病知识认知

度，对于心血管疾病诱因以及具体预防方法无法进行充

分了解，并且无法充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导致

心血管疾病出现概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加。对此要求

医护人员增强同患者的交流力度，让其了解心血管疾病

发病机制以及致病因素，以使得疾病针对性预防措施显

著提升。

1.2.4 积极做好医师干预

心血管疾病患者治疗期间，临床医师对患者病情康

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实际工作期间，优于部分心血管

内科医师经验不足以及工作年资较短，从而在药物开具

期间表现出不足现象。对此要求医师在进行药方开具时，

就患者的临床病症、身体情况、用药禁忌以及疾病史等

进行详细了解，要求医师在具有忧患意识条件下，对于

药物能够做到针对性开具，年轻医生需要年资较高医生

对其进行培训，以对其经验快速积累做出保证，从而确

保对患者给予充分帮助。

2　结果

在 500 名心血管患者中，存在临床用药不合理现象

的患者为 34 例，总发生率为 6.80%，依次为药物剂量用

法不合理＞诊断及用药不合理＞忽视禁忌证＞配伍不合

理＞抗菌药使用不合理。见表 1。

表1　心血管内科临床用药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例数 构成比 发生率

药物剂量用法不合理 12 35.29 2.40

诊断及用药不合理 10 29.41 2.00

忽视禁忌证 7 20.59 1.40

配伍不合理 4 11.76 0.80

抗菌药使用不合理 1 2.94 0.20

合计 34 100.00 6.8

3　讨论

下面将针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临床循证证据缺失：循证证据是将目前得到的准确

性证据与主治医生个人专业技能和临床经验相结合，再

加入患者意愿，从而形成的具体治疗方案。心血管疾病

包含较多疾病类型，主治医生需要掌握患者各项指标水

平，再结合专业技能与经验对患者所患疾病进行确诊。

如果临床循证证据缺失，主治医生掌握的数据较少，在

选择治疗手段时会产生错误选择，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患者未得到有效治疗，会发生病情加重或威胁生命安全

等事件，不利于患者康复 [4]。

用药缺失针对性：心血管内科在用药治疗患者时，

需要针对患者症状加入对应的药物治疗。由于患者在患

有心血管疾病的同时，又伴随其他病症，需要主治医生

针对多种疾病给予药物治疗。由于患者所患疾病类型较

多，药物间又存在相克因素，医生在给药时会选择可以

同时治疗多种疾病的药物。在此种药物治疗下，虽然药

物具有一定疗效，但因为缺失针对性，使疾病治疗效果

与治疗前相比较未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延长治疗时间，

加大患者负担。

联合用药不合理：心血管药物复杂多样，不同药物

之间的配伍禁忌较多，但因诸多医生在药物应用经验方

面较为欠缺，从而导致药品联合应用的药效一定程度的

减弱，使得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现象 [5]；③用药不适：主

要体现为药物剂量过大、重复用药以及药品用法不合理

几个方面，就上述现象需要积极采用有效方法展开对应

干预。

用药与诊断结果不符。有些患者听信他人建议自行

购买药物，并且擅自使用，进而其使用的药物与疾病诊

断存在出入，出现用药不对症的情况 [6]。⑦药物配伍不

当。心血管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时常进行联合用药治疗，

如果配伍不当就会加大药物毒副作用。患者联合应用布

比卡因与卡托普利时，最容易出现的不良反应就是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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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缓。胺碘酮联合辛伐他汀治疗时，患者肌肉疼痛症状

会较为严重，联合应用硝酸异山梨酯与单硝酸异山梨醇

酯时，会加重不良反应。

临床合理用药：①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临床用药期间，

首先注意降低患者病死率，延长生存时间，然后注意降

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可积极控制临床症状、血压、血

脂等。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用药治疗时就需积极控制

临床症状、血压、血脂等，注意降低患者病死率，延长

生存时间，针对一些存在特殊情况的患者，需进行积极

的预防。IC 类药物应用于冠心病室性早搏治疗中，能对

室性早搏进行有效控制，但是会加大患者远期病死率。

在冠心病治疗中，短效硝苯地平会影响患者长期预后。

②患者用药合理性离不开临床准确诊断，需要有效评估

其病情危险程度，进而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临床用药

时，需全面掌握患者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医学依据，为

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药物，并且确定合理的用药方法。

联合用药是一种提高治疗效果的有效用药方法，在此过

程中，保证同类型药物具有一定共性，并且要求其具有

各自的个药效应。药物配伍时需遵循一定的原则，可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疗效确定的老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可以使用效果好且得到广泛认可的新药 [7]。③临床治

疗出现矛盾时，就会进行动态用药及连续用药。例如在

心源性休克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中，这类患者不能

进行导管介入 PCI 治疗，此时就需进行静脉溶栓，但是

在患者血压不高的情况下就会影响溶栓治疗效果，为保

证溶栓药物充分发挥效果，可给予多巴胺等使其动脉压

提高。因此，在治疗期间，一旦发生治疗矛盾，就需全

面调整治疗措施，及时动态的调整用药。④在心血管疾

病治疗中，不仅要选择合适的药物种类及剂量，还用对

给药浓度、速度、间隔等引起重视。如果患者长时间不

能遵医嘱用药或用药缺乏有效的依据，都会影响临床治

疗，导致药物治疗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⑤部分心血

管药物具有较大的个性化倾向，因此，临床用药时需考

虑到患者病情变化、治疗时机等调整给药剂量。如果患

者没有用药禁忌证，用药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较高的

初始剂量 [8]。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过程中，药物

治疗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医疗机构还是

患者都要重视用药误区，特别是医疗机构要不断提高临

床用药的效率，让药物治疗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通

过有效措施来预防临床用药的常见误区，这样才能更好

地治疗心血管疾病，促进患者更好、更快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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