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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医疗技术水平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临

床可用药物种类在不断增加，临床使用也更为广泛，但与

此同时，用药不合理发生率也在不断提升 [1]。当临床出现

用药不合理情况时，不仅会对治疗效果造成影响，严重时

还会危害患者安全，加大医疗纠纷发生率 [2]。因此目前为

了降低医疗成本，对医疗行为进行规范，需加强对临床管

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建立良好秩序。临床中抗生素具有重

要地位，其可以对细菌进行清除，从而预防感染性疾病
[3]。可近些年，我国抗生素不良事件发生率在不断提升，

针对该问题，应对药剂科实施科学管理，提高药剂科药品

使用合理性。基于此，本次研究选取2021年8月至2022

年8月本院呼吸科1000张处方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实施药

学干预前后，抗生素合理应用情况。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对 象： 呼 吸 科 处 方； 时 间：2021.08-2022.08； 例

数：1000 张。男 / 女为 529/471，年龄为 22-71 岁，平均

年龄为（53.14±1.22）岁。1200 张处方中强化药学干预

前（2021 年 08 月 -2021 年 12 月）共 500 张，强化药学干

预后（2022 年 01 月 -2022 年 08 月）共 500 张。强化药学

干预前后资料具有一致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实施前：制定统一的不合理用药标准，评价时对于

发生的问题应采取监督的方式进行合理用药指导。在管

理时，利用人工查阅统计方式进行资料处理。

实施后：强化药学干预。（1）给予不规范、不合

理、不适宜处方正确的用药建议，每次点评结束后，公

开点评结果于本院内网上。点评以公正公开，来源规

范科学为原则，将每次评价结果作为各工作者的工作质

量考核的重要依据。如个别医师不合理用药情况较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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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予以指导和培训。对于中药处方应加强严格的审

查，在进行处方审查的时候，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加

强审查力度，医师在进行开药的时候，需要保障书写工

整，保障医师字迹清晰整洁，对处方内容进行详细记

录，应包含前记、正文以及后记，对处方中的药物名称

进行核对，以及药物用量进行详细标注，避免出现重复

或错漏等问题。在开具药物处方时，应确保患者病情与

所使用药物治疗的疾病保持一致，且处方药物之中无禁

忌。在治疗中，滋补类药物应合理使用，不可滥用或不

足。一旦处方中存在特殊性药物，应使用专有标识，临

床医师需进行双签名。（2）制定完善的轮班制度。在

进行轮班制度设定时，应根据医院每日取药峰值进行设

定，例如在高峰阶段，应增加调剂人员，缓解高峰阶段

工作人员的压力，防止药师由于取药人数众多，看错药

物的名称或剂量，出现偏差情况。另外，在进行药品发

放阶段，需严格核对药品的数量、名称、剂型与规格，

保障数量或规格未出现差错，依据核对程序展开奖惩。

另外在调剂时，应依据处方药所列顺序进行，间隔性平

放，不可随意混合，便于在调剂后进行核对。若处方药

需要进行单独处理，应单独将其进行包装，并注明处理

方式。（3）加强处方书写规范。医院可利用信息化系

统，开具电子处方随后传输给管理人员，建立网络管理

系统，实现医学资源共享，保障处方信息的完整性、准

确性以及高效性。

1.3 观察指标

（1）用药情况。记录实施药学干预前后抗生素使用

疗程与费用。

（2）不合理用药情况。记录处方内容补全、诊断书

写不规范、药品规格不规范以及单种处方药品种类≥ 5

种、药物种类不适宜的例数。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利用 SPSS 22.0 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用 X2 检验。P<0.05 为有意义。

二、结果

2.1 用药情况

对比用药情况，两组差异显著，p<0.05。详情见表 1。

表1　用药情况（x±s）

组别 张数 使用疗程（d） 使用费用（元）

实施后 500 6.58±0.45 184.22±22.25

实施前 500 10.14±1.21 205.16±36.28

t 值 19.713 11.002

P 值 <0.001 <0.001

2.2 不合理用药情况对比

实施前后在不合理用药情况方面对比，实施后高于

实施前。详情见表 2。

表2　不合理用药情况对比[n（%）]

组别 张数
处方内

容不全

诊断书写

不规范

药品规格

不规范

单张处方

药品种类

≥ 5 种

药物种类

不适宜

实施后 500
3

（0.60）

10

（2.00）

12

（2.40）

11

（2.20）

25

（5.00）

实施前 500
15

（3.00）

25

（5.00）

27

（5.40）

29

（5.80）

46

（9.20）

X2 值 8.147 6.662 6.003 8.438 6.686

P 值 0.004 0.010 0.014 0.004 0.010

三、讨论

抗生作为临床常见的治疗药物，种类繁琐，且应用

十分广泛，因此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成为当前临床的研

究重点 [4]。但目前各大医院依旧存在抗生素使用不合理

的问题，因此强化药学干预提高药学服务质量，做好抗

生素合理应用，对保障用药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当

前呼吸科在实施工作管理时，应对抗生素加强控制，科

学调整药物等级，并对药物使用情况进行严格控制，定

期开展相应药物培训 [5]。就本次研究可知，在实施强化

药学干预后，用药疗程以及费用都有显著的降低，且临

床不合理使用情况显著降低，临床价值高。

分析出现不合理情况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

一，药师原因。①药品数量错误。即调配人员在进行药

物调配时出现数量错误，例如对于规定 >1 盒药物发放

错误，或发成 1 盒，或将一种药品放到窗口后，使患者

认为已将药品拿完，致使药品出现漏发情况。②药品规

格或剂型错误 [6]。调剂人员可能会将同一药品的不同规

格，或不同剂型，或不同厂家混乱，其主要是调配人员

在实施工作时，取药品种过多，或调剂人员工作强度过

大所导致，尤其是在取药高峰期间。③药品用法用量差

错。其主要是因调剂师所导致的。该情况下取药人员过

多，调剂人员将药品使用量或用法弄错。第二，医师原

因。当患者人数较多时，医师在进行病情检查后开具处

方时，可能会出现时间较短，导致药品的使用剂量以及

规格书写出现错误，尤其是用法用量等关于数字书写错

误时，导致剂量出现差别，或用法出现差别，对患者治

疗效果造成影响，甚至会出现不良反应 [7]。第三，其他

原因。当前主要的其他因素为环境因素。例如在取药人

数过多时，药品窗口便会出现摆放混乱，整齐度低；另

外可能会出现药品过期情况。所以调剂人员在分发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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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注意上述情况。且调剂人员可提醒患者，需注意

取药窗口上药品数量，避免出现漏拿，或拿错其他患者

药品情况。

在对因素分析后可知，出现抗菌素用药不合理时，

因素是较为复杂的。所以在实施改进措施时，应考虑全

面，采取相应对策。针对本次结果，提出建议如下：①

提高药师专业技能与知识。医院定期应对门诊进行培

训，开展相关专业知识培养，另外应定时与不定期开展

组织业务考察，对于存在问题情况，应加强训练。提高

门诊药师的责任心。在出现差错时，需及时分析出现差

错因素，以及解决相应措施。为保障患者出现错拿药物

情况，药师在进行药品分配时，需叮嘱患者核对药品与

处方是否保持一致，与患者确定药品数量以及种类，防

止患者出现错拿药物情况。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医院

可定时开展讲座，对药理、知识进行讲解，安排调剂人

员进行学习，提升调剂人员的专业技能，对规章制度进

行明确制定，保障在开处方或调剂药方时严格按照规章

制度展开工作 [8]。医院还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当前医院应定期展开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使其能够及时了解药物最新信息，例如配伍禁忌、服药

禁忌等内容，确保医师能够依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最

佳的药物给予治疗。②宣教指导。药学部门会同科教科

定期开展药物合理应用培训。旨在提高各医务工作者的

药学知识水平，使其对于合理用药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

认知，自觉提高用药规范性和准确度，并提升患者的用

药依从性。同时药师加强与临床医师的信息沟通，及时

把新的药物变化情况告知医师，提供用药指导，对临床

医师的建议悉心听取，汇总分析，及时反馈解决。构建

处方点评小组与专家组。给予不规范、不合理、不适宜

处方正确的用药建议，每次点评结束后，进行总结分析。

在点评时，需保障公平公正公开，确保来源的规范性，

并将每次的评价结果，作为后期工作质量考核的主要依

据。如个别医师不合理用药情况较为突出，应予以指导

和培训，并对其进行相应考核，在考核合格后，方可继

续开具处方，保障用药的安全性。③采用临床合理用药

信息支持系统。当前在依据处方配置药物前，应通过临

床合理用药信息支持系统实施审核，对其中不合理的问

题进行判定，并给出调整提示。医院应定期安排专业人

员对该系统进行维护，保障其能够顺利工作。临床合理

用药信息支持系统属于专业软件联合人工对处方展开审

核，实现降低药物不合理发生率，提高用药安全性的目

的。④药品监督管控。在展开药品监督管理之后，实施

开放制度，保障院内的工作人员可利用数字化网络查询

药物信息，例如药品保质期、治疗范围、禁忌症等内容。

另外，医院工作人员应做好监督管理，保障医师在开具

处方后，到给予患者药物过程中，若某一环节出现差错，

及时进行更正，确保处方的与合理，从而减少药品管理

中出现差错的概率。保障药品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实施的

同时，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降低处方药物不合理依

旧使用的概率，保障药物配伍合理性。

综上所述，患者采取治疗 / 护理，改善显著，临床价

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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