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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作用分析

姜再梅

莱州市驿道镇人民医院 山东 莱州 261400

【摘 要】：目的：探究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作用效果。方法：选取于 2017 年 1 月至 2020 年 3 月本

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10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临床药学干预）和对照组（常规干预）各 50人。结果：相比于对照组，观

察组管理满意度（94%）较高，不合理用药发生率（8%）较低（P<0.05）；观察组临床药师工作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作用十分显著，能够提高服务满意度，降低不合理用药发生率，提升临床

药师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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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是呼吸道感染的主要致病因素，抗生素是临床

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针对感染性疾病不同的患者来说，使

用抗生素的情况有一定的差异存在，不能有效防止不合理使

用抗生素情况的发生，对疾病的治疗产生影响[1]。研究发现，

在呼吸内科抗生素具有最高的使用频率，在抗生素使用期间

较易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况发生，

例如超量使用抗生素、频繁更换抗生素、长期使用抗生素、

两种及以上抗生素联合使用、不合理的使用频率、选择抗生

素过程中没有进行药敏试验等，进而不能使抗生素治疗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得到保障[2-3]。因此，本文旨在探究临床药学干

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作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 2017年 1月至 2020年 3月本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100 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人。观察组男

22 例、女 28 例，平均年龄（57.26±3.13）岁；对照组男 23

例、女 27例，平均年龄（56.87±4.19）岁。一般资料无差

异，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干预，观察组实施临床药学干预：

（1）给药途径。不同的给药方法疗效也会存在很大的

差异，吸收的浓度也不一样，从而影响药物的有效性。因此

用药的时候要先了解患者的病情，根据病情选择最佳的给药

方式，目前临床上常用的给药方式为口服，该方法给药方便

快捷，见效快，安全性高，但是吸收不规则，可能还会对患

者的胃肠道造成刺激，引起胃肠道反应。直肠给药一般情况

下常见于口服用药后引起的恶心呕吐感，由于吸收率较低，

所以疗效不高；舌下给药一般范围相对较小，吸收快，不会

破坏胃肠道的酸碱性，对疗效的影响较低；其次是注射给药，

吸收快，疗效显著，但是会给患者带来疼痛；皮下给药吸收

也很快，但是使用范围较小，局限性较大，只适用于水溶性

药物。

（2）用药疗程。每种药物使用的疗程不一样，一般情

况下患者症状消失，才可以表示用药成功，但是每种药物都

会有一定的毒性，用药的时候注意按规定给药，确保间隔时

间合理，给药方式和疗程合理，确保药效的稳定性，减少副

作用。医生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开具疗程短，药效好的药物，

以免使用的时间太长出现中毒反应，药物还会有代谢规律，

要充分掌握代谢情况，根据每种药物的血浆半衰期合理给

药。临床上有的药物代谢较快，可以维持血药浓度，控制好

给药时间则可以进行静脉滴注，让药物的疗效充分发挥。因

此临床医生在用药的时候，要注意考虑患者的用药时间，还

要考虑疗效，药效的长短和毒副作用。

（3）不良反应。不同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也会不一

样，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有的患者敏感性较低，则表

示耐受性较高。有的患者药效反应和理论不一样，则可能会

出现变态反应，不同的药物药理作用不一样，每个患者的病

情也不一样，因此用药的时候要根据药物的药理作用和病情

合理用药，减少不良反应出现，同时还要了解患者的年龄、

性别等情况，合理用药，避免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4）临床药师需要做到定时查房，对患者的用药状况

及时查看，包括药剂配比、药物的用法及用量等，检查护理

人员在指导患者用药过程中是否遵循医嘱，有无执行相关要

求和标准。同时，对患者用药后的不良反应仔细观察，若有

不良情况发生，医务人员需要向高层管理者报告。此外，还

需要对每位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准确评估，按照患者的实际

状况，将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制定出来，然而由于部分患者存

在高危险因素，所以需要将警示语录贴在醒目的位置，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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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属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提高患者及家属的满意度

和信任度，进而使其积极配合各项治疗工作，保证治疗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改善预后恢复。还需要将注意事项和护理方

案告知患者，提高其配合度和依从性。

1.3 观察指标

（1）管理满意度；（2）不合理用药发生率；（3）临

床药师工作质量评分，满分 100分，得分越高工作质量水平

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用“（ x±s）”、[n(%)]表

示，“t”、“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管理满意度

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管理满意度[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0 21 26 3 94%（47/50）

对照组 50 15 24 11 78%（39/50）

x2 13.651

P <0.05

2.2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

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发生例数 发生率

观察组 50 4 8%(4/50)

对照组 50 9 18%(9/50)

x2 16.305

P <0.05

2.3 临床药师工作质量评分

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临床药师工作质量评分（ x ±s，分）

组别
例

数
处方审核 服务态度 实际操作 理论知识

观察

组
50 92.36±5.21 90.85±6.31 93.12±6.33 92.45±6.35

对照

组
50 80.31±6.02 79.65±5.68 80.38±5.14 80.15±5.06

t 10.254 13.524 11.922 13.698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近年来，为了使抗生素的使用量减少，临床严格的控制

西药的使用情况，并综合评价西药使用的合理情况，并不断

改正不合理情况。如果患者使用抗生素的剂量和种类不合

理，那么容易导致诸多的不良反应发生，所以在临床用药工

作中，保证合理使用药物是一项重点内容[4]。采取针对性的

应对措施可以使辅助用药的使用频率降低，通过对患者的用

药情况进行评估，按照不合理用药的原因实施针对性的干

预，能够使患者的用药安全得到保证。同时，合理用药对策

的实施可以使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减少，能够将优质的药学服

务提供给患者，使用药不良反应的发生减少，促进用药的安

全性有效提高[5-6]。

研究发现，呼吸内科在使用抗生素期间，通过实施临床

药学干预能够使不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发生几率降低，促进抗

生素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显著提高。医师和药师共同参与

临床药学干预，目的在于确保抗生素合理使用，同时在药事

管理委员会、医务部的管理监督下，强化对医护人员的学习

和培训，保证可以顺利实施药学干预相关工作。同时，在使

用抗生素期间，药师需要对药物动力学、患者实际情况、药

效学规律等严格遵循，对抗生素的应用不断规范，例如用药

途径、用药剂量等，从而确保抗生素合理使用[7-8]。

本文通过探究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

素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观察组管理满意度（94%）高于

对照组（78%），不合理用药发生率（8%）低于对照组（18%），

（P<0.05）；观察组临床药师工作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综上所述，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

抗生素的作用十分显著，可以提高管理满意度，减少不合理

用药情况的发生，促进药剂师的工作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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