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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药学监管对临床抗生素合理应用的影响

周　萍
广西贵港市覃塘区樟木镇便民服务中心　广西　贵港　537127

摘　要：目的	观察药学监管对临床抗生素合理应用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院于 2020 年 02 月 -2021 年 03 月纳入的 74

例抗生素治疗患者展开研究，根据数字分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各 37 例。给予观察组药学监管，参照组不实行药学监管，分

析应用效果。结果	观察组疾病感染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参照组；对比参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较高，对比差异显著

（P<0.05）。结论	在抗生素治疗中，药学监管的实行可以提高治疗有效率，同时还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感染率，有

利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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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一种常见的抗感染药物，其可对各种微生物

所诱发的感染进行有效治疗。最近几年，临床医学的发展，

抗生素种类不断增加，应用范围日渐广泛，因此患者很容易

产生抗体，机体耐药性增强，用药准确性明显降低，严重影

响着患者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并且相关研究表示 [1]，用

药不合理、不准确会对患者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怎样合

理应用抗生素、提高其使用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是药学监

管研究的关键所在。本次研究主要观察药学监管对临床抗生

素合理应用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和方法

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于 2020 年 02 月 -2021 年 03 月纳入的 74 例

抗生素治疗患者展开研究，根据数字分表法将其分为两

组，各 37 例。参照组患者中，男 21 例，女 16 例，年龄范

围 17-78 岁，年龄均值为（45.73±1.44）岁；观察组患者

中，男 20 例，女 17 例，年龄范围 17-77 岁，年龄均值为

（45.69±1.55）岁。两组基线资料对比并未呈现出统计学意

义（P ＞ 0.05），存在可比性。患者均自愿接受本次研究，

临床资料完整。将合并认知障碍、精神障碍以及交流障碍患

者排除；排除药物过敏史患者。

2. 方法

（1）参照组

该组不实行药学监管，对患者实行常规治疗，依照患者

现实情况展开对症治疗，并遵照医生叮嘱合理应用抗生素。

（2）观察组

该组实行药学监管。①抗生素应用期间，要依照抗菌

药物管理制度合理用药；②患者用药之后，主治医师要和患

者家属或者是管床护士保持联系，对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变

化以及临床表现进行严密观察，若发现异常，则要及时停药，

同时依照现实情况对不合理应用情况进行深入探析，依照患

者临床症状对药物用量、时间等进行合理调整；③对于特殊

类型抗生素，要创建相应的管理模式，降低错用、滥用风险；

④对各类抗生素主治病症、应用范围等进行了解和掌握，以

便在药物短缺时可以进行有效、安全调整；⑤创建审批制度，

减少医师越级用药；⑥创建抗生素应用记录，以便及时追究、

跟踪存在问题的处方；⑦创建并完善药品知识库，以便各级

医师依照患者的现实情况及时查阅抗生素。

3. 观察指标

对两组的疾病感染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并

详细记录 [2]。

4. 疗效评估标准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治疗后并未产生不良反应；

有效：临床症状好转，存在轻微不良反应；无效：患者用药

后其临床症状并没有产生变化甚至加重。

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用（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 ;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 表示，
采用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比较两组的疾病感染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参照组，观察组疾病感染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

显著降低（P ＜ 0.05）。详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的疾病感染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n(%)]

组别 例数 疾病感染率 不良反应发生率
参照组 37 11（29.73%） 10（27.03%）
观察组 37 2（5.41%） 3（8.11%）

7.558 4.572
P 0.005 0.032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参照组，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参照组 37 11 17 9 75.68%
观察组 37 20 16 1 97.30%

7.400
P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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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抗生素包括各种真菌、细菌及高等动植物代谢产物，

一般不会伤害患者机体，如果临床治疗期间抗生素用量过大

或者是频繁更换抗生素种类，患者机体则会产生耐药性，降

低抗生素治疗效果，严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不良反应，如药物

过敏、肝肾功能损伤等 [3]。这些情况不仅会加重患者病情，

影响治疗效果，同时还会引起感染以及其他各种并发症，进

而降低治疗有效率。此外，这些情况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以

及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使用多种抗生素或者是大量用

药，会增加患者的治疗费用以及经济压力，引起护患纠纷，

提高临床治疗难度。

临床中，抗生素不合理应用包括：多种抗生素联合应

用不准确；抗生素大量应用；抗生素治疗范围和患者临床症

状表现不符；各种抗生素之间的拮抗作用；由于患者治疗效

果不明显而对抗生素种类进行频繁更换；药物溶媒选择和抗

生素不符等。而抗生素不合理应用原因主要包括：医师缺少

对各类抗生素适应症范围的认识和了解；在对感染性患者所

进行的治疗中，医师通常会产生惯性思维，依照既往临床经

验开具药物，并没有展开菌类培养；临床药物治疗效果不显

著时，医师增加原有用药量或者是频繁更换抗生素，并没

有对患者对临床表现进行详细观察；医院没有统一、系统

性管理抗生素，引起抗生素滥用 [4]。而这些情况的产生则说

明医院需要通过药学监督使抗生素应用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得到有效保障。合理的药学监督不仅可以提高临床质量和治

疗效果，同时还是对医院治疗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为了能

够促进抗生素的规范性、合理性应用，需要及时创建相应的

药学监管系统，首先需要强化对医师的规范性管理，创建并

完善抗生素使用制度，在应用高级别抗生素的过程中，对于

没有使用权限医师，要及时向上级申请、复核，进而使其使

用安全性及合理性得到有效保障 [5]。其次在患者用药之前，

要确保其展开菌类培养，进而促进临床用药准确性的进一步

提高。再次要强化医师对于抗生素使用的培训，使其业务水

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最后，创建全面、完善的奖惩制度，充

分调动医师积极性，提高其责任感和参与感，与此同时还要

保障抗生素应用记录的准确性，以便及时解决并处理所产生

的各种问题和不足。研究发现，通过药学监管，可以有效降

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疾病感染率及抗生素应用率，不仅

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对于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也是非常

有利的。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监管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需要上级相关部门给予政策层面支持，医院各职能科室需

要长时间考核、检查、监督、干预，临床医生及相关药学

人员需要不断学习，对抗生素知识进行更新，强化社会宣

传，进而提高抗生素应用的合理性 [6]。本次实验研究显示，

观察组疾病感染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参照组；对比参

照组，观察组治疗有效率较高，对比差异显著（P<0.05）。

这表明在抗生素治疗中，药学监管的实行可以提高治疗有效

率，同时还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感染率，有利于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药学监管在抗生素治疗中的应用，不但可

以减少不良反应、降低感染风险，而且还可以提高临床治疗

成效，对于促进抗生素合理应用以及改善患者预后都有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存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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