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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影响。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院 82 例接受抗生素药物治疗患者，收治时间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随机将其均分为对照组 41 例，行常规干预，实验组 41 例，行药学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实验组的不合理用药
发生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给予接受抗生素药物治疗患者药学干预能够显著提升抗生素应用合理性，
预防不良反应发生，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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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具有抗菌谱广、半衰期长、吸收速度快等多种优势，临

床应用广泛，常被应用于多种疾病治疗中。近些年来，抗生素种类
越来越多，临床用药不规范、不合理等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患者出
现耐药性，不仅会影响到治疗效果，同时容易引发不良反应[1]。基
于此，采取适宜干预措施，提升抗生素应用合理性和规范性具有积
极意义。本次研究以接受抗生素药物治疗患者为对象，分析药学干
预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院 82 例接受抗生素药物治疗患者，收治时

间 2020 年 11 月-2021 年 11 月，随机将其均分为对照组 41 例，男
21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35.18±4.89）岁；实验组 41 例，男
22 例，女 19 例，平均年龄（35.76±4.13）岁。两组一般资料（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该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告知患者药物用法用量，提醒其注意

事项，叮嘱其遵医用药。 
1.2.2 实验组 
该组患者给予药学干预：①完善药学干预制度：以医院相关制

度和抗生素使用情况为依据，建立健全应用抗生素制度，明确给药
方式、范围、剂量和疗程等，出台相关文件，将其下发给相关科室，
组织各个科室负责人共同学习，组织医生和药师参与讲座，详细讲
解抗生素相关知识，深化其对于合理应用抗生素的认知。②落实药
学干预措施：定期关注抗生素应用情况，通过随机抽查法，审核医
生开具的相关处方，以患者病情为依据，分析和审查处方，在发现
不合理应用时，需做好标注，统计不合理应用信息，然后上报给医
院管理部门。在发现处方不合理时，需要及时与医生取得联系，根
据患者病情对其进行讨论，制定出有效且合理的计划，预防患者出
现耐药性。在患者要求使用抗生素时，医生需对患者病情展开重点
评估，在出现不合理用药情况下，予以指导，同时做好抗生素宣教
工作，加深患者对于抗生素的认知，详细为其讲解药物注意事项、
作用机制等。③强化药学培训：定期举办药学服务讲座，一般为每
周 1 次，强化医疗人员的合理应用抗生素意识，令其严格遵循规章
制度，合理应用抗生素。针对处方医生，需强化药物知识培养，令
其深入了解每种药物的细菌耐药性、常见感染病原菌和用药指征
等。④创建用药咨询服务平台：增设服务窗口或热线，详细为患者
介绍药物应用方法、选药方法、细菌培养以及药敏试验等，及时答
疑解惑，分析药师对药物的掌握情况，在出现不良反应时，及时明
确引发因素，立即处理，同时强化管理力度。 

1.3 观察指标 
评估两组抗生素不合理用药情况：观察两组发生药物用法不

当、重复用药和无指征用药的例数，计算对比两组不合理用药发生
率。评估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感染、过敏和恶心呕吐[2]。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取 SPSS19.0 软件，计量资料用( sx ± )表示，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用%表示，行χ2 检验，（P＜0.05）时代表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抗生素不合理用药情况比较 

对照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 24.39%，实验组为 4.88%，后者明
显偏低，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抗生素不合理用药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药物用法

不当 
重复用

药 
无指征

用药 
发生率 

实验组 41 1 0 1 4.88 
对照组 41 4 2 4 24.39 

χ2 / / / / 6.248  
P / / / / 0.012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9.51%，实验组为 2.44%，后者明显

偏低，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例数 感染 过敏 恶心呕吐 发生率 
实验组 41 0 0 1 2.44 
对照组 41 2 3 3 19.51 

χ2 / / / / 6.116  
P / / / / 0.013  

3  讨论  
抗生素临床应用广泛，能够发挥出显著抗菌功效。近些年来，

医学事业不断发展，抗生素种类越来越多，在预防性治疗中抗生素
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发药源性疾病，形成病菌耐药性，患者
出现恶心呕吐、过敏等不良反应的概率显著提升[3]。抗生素不合理
应用，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致使治疗周期延长，对药物安全性和
有效性产生严重影响，为此，做好抗生素应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提升临床用药合理性势在必行。 

在抗生素应用中落实药学干预，建立健全抗生素应用制度，确
保药师和临床医师合理、规范应用抗生素。通过随机抽查法，分析
医院抗生素应用情况，为其提供差异化药学干预措施，预防抗生素
不合理用药发生，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性。对医疗人员定期开展药学
培训，确保其详细掌握抗生素相关知识，包括药理作用，用药禁忌
等，特别是针对新型抗生素，医疗人员需要及时更新自身知识体系，
丰富自身理论体系，提升技能操作水平[4]。为患者提供药物咨询平
台，及时回答患者问题，例如抗生素的禁忌、用药用量以及注意事
项等，为患者提供全面且专业的服务，预防不合理用药发生，提升
患者依从性。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和不良
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药学干预的应用可
以确保抗生素应用合理且安全。 

综上所述，给予接受抗生素药物治疗患者药学干预能够显著提
升抗生素应用合理性，预防不良反应发生，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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