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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慢性病患者安全用药管理的研究进展 

宋红梅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贵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贵州省贵阳市  550004 

【摘  要】慢性病用药管理能够保障患者及时、有效地使用药物，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在社区层面，慢性病用药管理可以促进医疗资源

的合理分配，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压力，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然而，目前我国社区慢性病用药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与有效性。本文将从社区慢性病患者用药管理现状入手，探讨改进措施，以期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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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谱的变化，慢性病患者的数量逐年增加，

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长[1]。在众多慢性病中，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用

药问题一直是医疗管理的重要环节。在社区卫生护理实践中，用药管理

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药物本身，还在于患者的个体差异、治疗方案的多样

性以及慢性疾病进展的不可预测性[2]。如何确保社区慢性病患者安全、有

效地使用药物，降低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已成为当前医疗卫生工作的

重点[3]。因此，深入探讨和更新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安全用药管理策略，不

仅是医学和护理领域的需求，也是管理学在健康领域应用的重要表现。 

1 社区慢性病患者用药管理现状 

1.1 患者缺乏药品知识 

在社区慢性病患者中，药品知识缺乏的问题普遍存在，药品知识的

缺乏主要表现在对药物的作用机理、副作用、相互作用及正确服用方法

等方面了解不足[4]。这会导致患者未能按照医嘱正确服用药物的情况，错

过药物剂量、不按时服药或完全停止服用某些药物，会导致导致治疗效

果减弱，使慢性病症状得不到控制，甚至恶化[5]。例如，在糖尿病患者中，

患者没有按时服药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波动，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会导致记错药物剂量、忘记前一次服药时间导致的用药过量情况。药

物过量的后果非常严重，会导致出现急性药物毒性反应，如过量服用降

血压药物会导致危险的血压下降，而过量的降糖药可能导致低血糖，这

些情况都会危及生命；同时，也会造成患者药物服用不当，如患者在服

用多种药物，未考虑其相互作用、药物需要与食物同时服用但患者空腹

服用等。药物不当使用会导致药物效果减弱或产生副作用，这不仅增加

了治疗失败的风险，还可能引发严重的药物相关并发症，如药物性肝损

伤、心律失常等，威胁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此外，对药物副作用的

认识不足会导致患者在出现不良反应时没有及时就医，从而加剧病情。

不仅可能使疾病进一步恶化，也增加了医疗资源的负担。陈文[7]等研究表

明，大多数参与者对其长期服用的药物缺乏基本的了解，甚至很多患者

不能准确描述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的名称和用途。 

1.2 药物供应不足 

在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用药中，药物供应不足问题对患者的治疗连续

性和效果影响较大。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疾病需要

长期用药。然而，部分社区医院药物供应稳定性较差，导致患者无法及

时获得必需的药物，从而影响治疗计划的执行[8]。此外，药物的可及性和

可负担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在偏远地区或经济较弱的社区，药

物供应不足可能导致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药物断档，不仅影响疾病控制，

还会加剧慢性病并发症。药物供应还包括对药品质量的控制。药品的质

量和效力必须得到保证，否则即使药物可获得，也可能由于质量问题影

响治疗效果。此外，社区药房的药物存储和管理不善也是导致药物供应

问题的重要因素，如不当存储可能导致药物失效或变质，从而危及患者

安全。秘玉清[9]等研究表明，在遇到药物供应中断的情况下，患者的治疗

依从性显著下降，且疾病控制水平明显恶化，特别是在那些需要长期服

用维持性药物的患者群体中 

1.3 社区卫生服务不足 

在社区慢性病患者的安全用药管理中，社区卫生服务的不足是一个

突出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慢性病管理的效果和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

由于资源和人员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往往难以为慢性病患者提供

定期的药物复诊。这导致患者的病情和用药情况缺乏必要的跟踪和评估，

从而可能导致药物治疗方案不适应病情的变化，影响治疗效果。药物教

育是提高患者用药安全和依从性的关键[10]。在资源有限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患者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药物知识教育，这可能导致其对药物的作

用及正确的服用方法等理解不足，进而影响用药的正确性和安全性。慢

性病患者的治疗需要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然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人力和专业知识的限制，无法为每个患者提供充

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药物副作用和相互作用

的监测不够充分，这导致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容易遇到不良反应、药物不

兼容等现象现象。慢性病的治疗需要根据患者病情的变化对药物进行适

时调整。社区卫生服务不足导致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个性化药物调整，

影响治疗效果。陈彤[11]等研究发现，在部分卫生服务资源匮乏的社区中，

患者药物治疗更容易出现间断，以及与慢性病管理相关的心理和社会问

题。这一结果强调了优化社区卫生服务资源、提供全面和持续的慢性病

管理对于提高患者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的重要性。 

2 改善社区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的管理措施 

2.1 加强药品知识宣传，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为改善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用药安全，关键在于加强药品知识的宣传

和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教育患者关于药物的作用机理、可能的副作

用、相互作用以及正确的服药方法。针对患者对药物知识的缺乏，开展

定期的药物教育活动，确保患者能够正确理解和记忆药物相关信息[12]。通

过个体化的药物咨询和指导，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需求调整治疗方案，

可以显著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使用可穿戴设备或远程监测系统，可以

实时监控患者的生理指标，如血糖、血压等，以评估药物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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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跟踪患者的生理指标、病情变化和药物副作用，可以及时调整药物

剂量和治疗方案，减少不良药物反应的发生。同时，提供持续的用药支

持和咨询，帮助患者克服用药中的困难和误解，对提高用药依从性至关

重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工具已经成为医疗保健领域的重要

辅助手段。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或其他智能设备，可以为患者设置定时用

药提醒。这种提醒不仅限于用药时间，还包括用药剂量、方法和饮食建

议。研究表明[13]，这种综合性方法不仅提升了患者的用药知识和依从性，

也优化了整个社区慢性病管理的效果。 

2.2 提高药物供应能力，强化药品库存管理 

为改善社区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提高药物供应能力和强化药品库

存管理是关键措施。增强药物供应能力需通过建立和维护稳定的药品供

应链，确保慢性病治疗所需药物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14]。社区与多个药品

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以防单一供应商出现问题时药品供应受到影响。

药品库存管理的优化对于确保药物供应的稳定性和药品质量至关重要[15]。

采用有效的库存管理系统，定期进行药品库存盘点，确保药物库存量与

社区慢性病患者的需求相匹配。而药物储存条件的严格监控对于保障药

品质量同样重要[16]。应实施严格的温度和湿度控制措施，确保所有药物在

佳条件下储存，从而保持其疗效和安全性。药品过期管理也是药品库

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定期检查药品有效期，并及时淘汰过期药

物，以避免不良药物事件的发生。郑娅军[17]等研究表明通过全程化药学服

务，可以有效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慢性病患者用药管理的能力，确

保患者能够持续、安全地接受所需药物治疗。 

2.3 建立用药管理档案，提高医护综合素质 

建立完善的用药管理档案对于提升社区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管理具

有重要意义。用药管理档案的建立需要系统地记录患者的药物治疗历史、

药物反应、剂量调整以及随访数据，这些信息对于监测治疗效果、评估

药物副作用风险以及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至关重要[18]。同时，档案中的数

据为临床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提高治疗方案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19]。提高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在药物知识、患者沟通技巧和临床

决策能力方面的提升，对于改善慢性病患者的用药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和持续教育，通过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提升技能。

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直接影响到用药管理的质量，正确评估患者

状况、制定合理的用药计划以及及时应对药物治疗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隋梦芸[20]等研究表明，通过整合式慢性病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可以有效提

升社区卫生服务在慢性病用药管理方面的能力，确保患者接受到更安全、

更有效的药物治疗。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慢性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也能减

少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 

3 结语 

优化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用药管理，提升社区卫生服务的能力，确保

慢性病患者能够安全、有效地管理其药物治疗。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信息化手段的广泛应用，社区慢性病患者的用药管理将变得更加高

效和精确。信息技术的融合，如电子健康档案、远程监测和智能药物提

醒系统，将进一步优化用药管理流程，增强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此外，

对医护人员持续教育的重视将提升其在慢性病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从

而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患者。总之，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期待在不远

的将来，能够为社区慢性病患者提供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用药管理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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