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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管理对门诊药房处方用药不合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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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摘	要】：目的：探究分析药学管理对门诊药房处方用药不合理的影响。方法：方法：选取于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我院门诊

收治的患者共102例，以及22例相关工作人员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其中2021年1月至2021年12月的51例患者以及11例相关工

作人员为本次研究的对照组，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的51例患者以及11例相关工作人员为本次研究的观察组）。对照组

采用常规管理模式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药学管理模式进行干预。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用药不合理情况，对药学

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患者的满意度。结果：结果：经管理干预后，观察组在用药不合理情况，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患

者的满意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结论：采用药学管理模式对门诊药房处方用药

不合理情况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善用药不合理情况，以及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同时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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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on the Irrational Use of Prescriptions in 
Outpatient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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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pharmacy management on irrational prescription drug use in outpatient 
pharmacy. Methods: A total of 102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21 to Ma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mong them, 51 
patients and related staff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and 11 related staff were the control group of this study, and from 
January 2022 to May 2022 (51 patients and 11 related staff we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of this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mod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mode. Comparanalysis of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knowledge of pharmacy knowledge,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Results: After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understanding of pharmacy knowledge; and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P <0.05),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Using the pharmaceutical management mode to 
intervene in the unreasonable situation of prescribed drug use in outpatient pharmac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nreasonable drug 
use,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t has excellent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Pharmacy management; Outpatient pharmacy; Irrational prescription medication; Understanding of pharmacy 
knowledge; Satisfaction

从医院服务的角度出发，药物的合理应用是保障患者

快速康复的关键环节，药学管理的各项措施必然需要建立

在相关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医学中的药学管理核心主要

是以患者为中心，做好关于药学的相关工作，借助药学管

理质量的提升，实现医院服务水平的飞跃[1-2]。现阶段，药

学部分属于医院的重要部门，其主要职责不只是药物的采

购、验收以及发放，同时需要其渗透于各医疗流程之中[3-

4]。医学研究的发展与药物的实际使用存在直接的联系，不

合理用药的情况多由于药物种类的丰富，其直接影响着用

药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不合理用药会直接对患者的健康

甚至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而需要医院强化用药制度的

建立，提升用药的合理性[5-6]。本文将选取于2021年1月至

2022年5月，我院门诊收治的患者共102例，以及22例相关

工作人员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探究分析药学管理对门诊药

房处方用药合理性的影响，详情如下所示。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1.1一般资料一般资料

对照组中：患者共51例，其中男性患者共26例，女性患者

共25例，年龄为：22-73岁，平均年龄为：（49.80±3.17）岁，相

关工作人员共11例，其中男性工作人员共5例，女性工作人员共

6例，年龄为：26-35岁，平均年龄为：（29.06±1.30）岁。观察组

中：患者共51例，其中男性患者共28例，女性患者共23例，年龄

为：22-75岁，平均年龄为：（49.86±3.11）岁，相关工作人员共

11例，其中男性工作人员共4例，女性工作人员共7例，年龄为：

26-36岁，平均年龄为：（29.12±1.22）岁。对照组以及观察组一

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P＞0.05），具有可比

性。

1.21.2方法方法

1.2.1对照组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模式进行干预：遵循我院各项相

关规章制度，依照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展工作。

1.2.2观察组方法

①建立临床合理用药管理部门，可在院内范围成立合

理用药管理委员会，结合院内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具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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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合理用药管理制度，同时对院内现有的各项用药规

定进行完善以及优化，明确现阶段在合理用药方面所存在

的问题，及时传达升级所发放的重要指示文件，定期对患

者病例开展集中的讨论与研究，复查各类病例是否存在不

合理用药的情况，最终将所得结论及时上报至相关部门，

结合所发现的问题，开展相应的整改工作，最大程度的降

低不合理用药的情况。

②明确院内的用药制度，对常规质量药物的推广工作

进行严格的管理，其中对于特殊药物，需要制定专业的人

员进行统一的管理，结合院内的实际管理制度，对药物进

行分类管理，保障药物流通依据合理的秩序，同时对组织

结构框架内的执业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不定期的开展督

察以及监管，保障处方药物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③落实处方医生绩效不与药物销售金额相关联，全面

落实以诊疗患者人次数以及服务水平为考核重点，提升完

善医院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保障临床用药的合理性。

④落实合理用药制度，强化用药管理体系，完善特殊

药物的管理模式，其中以抗菌类药物为主，在实际使用抗

菌类药物的过程中，需要相关医务人员准确的掌握抗菌药

物的适应症、禁忌症、药物配伍原则等内容，在实际用药

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患者实际病情，机体状况等情况，制

定出科学合理的用药方案，对于机体相对较差的患者，在

用药过程中应以小剂量药物为主，最大程度的降低药物联

用方案，控制抗菌类药物的滥用，提升药物的使用价值。

⑤强化药师监督，药师人员结构进行合理的配置，

对其日常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切实保障用药咨询管理的

顺利开展。要求相关临床药师主动接受相应的监督以及审

核，在工作过程中主动开展药物监测以及评价活动。结合

院内的实际工作状况，对药学管理工作进行合理的调整，

改善门诊药房处方用药不合理的情况。

⑥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数字化职能药房

系统的优势，按照实际需求设置不同病区备用药物目录，

对各类药物进行管理。如：皮肤美容治疗室配备治疗所需

的局部外用药物，眼科病区配备患者的出院带药，降低此

类药物在药房发药以及病区领药的频率，结合常用口服药

物单剂量分包，提升患者用药的便利性及依从性。同时建

立相应的工作群，在群中及时发布新药信息、药物到缺情

况、及时的交流药物方面的问题，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1.31.3观察指标观察指标

经管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用药不

合理情况，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患者的满意度。

其中用药不合理情况包括：药物与适应症不符、药物剂型

不合理、药物规格不规范、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以及重复

性用药。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采用评分的方式进行评

定，其中包括：专业标识、给药途径、配伍知识、以及高

危药品。满意度分为三个评价指标，分别为：满意、基本

满意以及不满意、满意度=满意例数以及基本满意例数之和

与总例数的占比；数据均由研究期间收集整理得出。

1.41.4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SPSS22.0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并以（ sx ± ）表示，率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并

以率（%）表示，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结果

2.12.1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用药不合理情况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用药不合理情况

经管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的用药不

合理情况，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表1所示：

表1 对照组以及观察组用药不合理情况[例,(%)]

组别 例数

药物
与适
应症
不符

药物
剂型
不合
理

药物
规格
不规
范

抗生
素使
用不
合理

重复
性用
药

不合理
率

对照
组

51 2 2 2 4 3 25.49%

观察
组

51 0 0 0 1 1 3.92%

χ2 - - - - - - 9.458

P - - - - - - 0.002

2.22.2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

经管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药学

知识的了解程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专业标识了解程度评分为：（43.37±2.30）分；

观察组专业标识了解程度评分为：（49.88±1.94）分；其中

t=15.451，P=0.001。
对照组给药途径了解程度评分为：（44.78±1.80）分；

观察组给药途径了解程度评分为：（48.23±1.99）分；其中

t=9.182，P=0.001。
对照组配伍知识了解程度评分为：（42.95±2.10）分；

观察组配伍知识了解程度评分为：（47.75±1.82）分；其中

t=7.693，P=0.001。
对照组高危药品了解程度评分为：（43.55±2.56）分；

观察组高危药品了解程度评分为：（48.90±1.00）分；其中

t=11.369，P=0.001。
2.32.3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患者满意度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患者满意度

经管理干预后，对比分析对照组以及观察组患者满意

度，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中（P＜0.05），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详情如下所示：

对照组中：满意例数为：22例，基本满意例数为：15
例，不满意例数为：14例，对照组满意度为：72.55%；

观察组中：满意例数为：31例，基本满意例数为：17
例，不满意例数为：3例，观察组满意度为：94.12%；其中

χ2=8.541，P=0.001。
3 3 讨论讨论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由于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存在，

使得我国每年被浪费的医疗资源总额高达9千多亿人民币，

同时存在9万左右的患者由于不合理用药情况的影响导致

死亡。对我国医疗资源以及患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7-8]。药学管理不仅包括了相关药剂的质量管理，同时涵

盖了对于合理用药的评估、以及特殊药物的管理等方面的

内容，开展药学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患者能够得到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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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药物干预，促进相关药房工作人员专业服务水平的提

升。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存在多数处方药物具有相应的

不良反应、因而其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

情选择正确的给药途径、药物剂量、种类等，而现阶段多

数门诊处方经常出现多种不合理情况，使得患者的健康难

以得到保障。针对此类情况，国内有学者指出，在对门诊

药房处方用药不合理现象进行干预的过程中，采用药学管

理模式进行干预，能够取得优良的效果[9-10]。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采用了药学管理模式进行干

预，通过建立临床合理用药管理部门，落实医药分离、指

定合理用药制度等措施，取得了优良的效果，相比于采用

常规管理模式进行干预的对照组，观察组具有多方面的优

势。

综上所述，采用药学管理模式对门诊药房处方用药不

合理情况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的改善用药不合理情况，以

及对药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同时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满意

度，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具有优良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

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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