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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服务的应用价值 

杜 瑜 

昆山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昆山 

【摘要】目的 研究在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服务时所展现出的应用效果和应用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的观

察对象均为我院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的西药处方，共计 200 张，其中设置 2023 年 1 月-2023 年 6 月的

100 张西药处方实施常规处方管理，作为对照组；2023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的 100 张西药处方实施药学服务管

理，作为观察组。对两组西药处方的不合理处方情况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经干预可得，对照组不合理处方率为

27/100（27.00%），观察组不合理处方率为 2/100（2.00%）；观察组不合理处方率远低于对照组，组间数值 P＜
0.05，说明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在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服务时能够有效减少不合理处方情况的发生，值得在

临床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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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mplementing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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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the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200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s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100 prescriptions from January 2023 to 20 June 2023 were administered as the control 
group; 100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s from Jul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administer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unreasonable prescrip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 in the two groups was evalu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the unreasonable prescription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7 / 100 (27.00%), and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2 / 100 (2.00%);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 
<0.05, indicating the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the manage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prescrip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unreasonable prescription,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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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处方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的规定和流程，旨在

确保处方的合规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处方是由注册的

执业医师开具的，用于患者治疗的医疗文书。它包括患

者的姓名、性别、年龄、临床诊断、药品名称、剂型、

规格、用量和用法等内容。处方还应由药师审核、调配、

核对，并签名确认[1]。药师在调剂处方药品时，应严格

按照医师的处方进行，非经医师处方不得调剂。处方由

调剂处方药品的医疗机构妥善保存，普通处方保存期

限为 1 年，医疗用毒性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保

存期限为 3 年[2]。本次研究在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

服务，并对其效果和价值进行评价分析。具体内容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观察对象均为我院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的西药处方，共计 200 张，其中设置 2023
年 1 月-2023 年 6 月的 100 张西药处方实施常规处方管

理，作为对照组；2023 年 7 月-2023 年 12 月的 100 张

西药处方实施药学服务管理，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处方

抗菌药物：21 张、注射剂：38 张、基本药物：4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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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处方抗菌药物：20 张、注射剂：40 张、基本药

物：40 张。组间数据统计（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常规处方管理，医师在开具处方时需

遵循安全、有效、经济的原则。处方书写应清晰、完整，

每张处方限于一名患者的用药。药品名称应使用规范

的中文名称，若无中文名称则可使用规范的英文名称。

书写药品名称、剂量、规格、用法、用量要准确规范[3]。

药师负责处方用药的适宜性审核，包括药品与临床诊

断的相符性、剂量与用法的正确性等。药师在审核过程

中发现不合理用药或错误，应拒绝调剂并及时通知处

方医师。调剂人员需具备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4]。药师应按照操作规程调剂处方药品，认真审核

处方，准确调配药品，并向患者交付时进行用药交待与

指导。 
给予观察组用药服务管理，其内容包括： 
①采购：根据每月由微机输出的各类药品消耗动

态，按时编制药品分期采购计划，经有关领导研究批准

后方可采购。库存量一般为 2-4 个月，需特别注意解决

药品紧缺与积压两方面矛盾。 
②验收：购进、调进或退库药品，由药库管理人员、

采购人员严格验收[5]。对品名、规格、数量、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生产厂家注册商标、有效期限、外观质量、

包装情况、进价等项进行验收核对，全部合格逐项填写

药品验收入库记录本。 
③保管：药剂人员要认真执行药政法[6]。对麻醉药

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贵重药品、自费药品，

必须按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库存药品按性质、剂型分

大类、再按药理作用系统存放，注意药品要求温度低温

保存药品需冰箱内存放，需避光药品注意放在非光照

处[7]。 
④调配：配方人员必须认真负责，严格执行操作规

程，收方后执行查对制度，核对处方内容无误后，方可

调配。对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类药品的调

配必须按其有关规定审方、调配[8]。 
⑤使用：门诊药房供门诊病人使用，病区药房药品

供住院病人使用。药剂人员必须把好使用关，对麻醉药

品、毒性药品、精神类药品、贵重药品的使用，必须依

据有关规定、专方、限量使用[9]。 
1.3 评价指标 
对两组西药处方的不合理处方情况进行评价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n%）代表率，χ2 检验；计量（͞x±s），t 检

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

P＜0.05，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对照组：单张处方药品种类 5 种以上：2/100

（2.00%）、滥用抗菌药：4/100（4.00%）、处方前记

漏项：3/100（3.00%）、用药与诊断不符：2/100（2.00%）、

用法用量不合理：1/100（1.00%）、溶媒选择错误：2/100
（2.00%）、联合用药错误：3/100（3.00%）、药品规

格选择错误：5/100（5.00%）、超 7d 常用量：3/100
（3.00%）、缺少临床诊断及书写不规范：2/100（2.00%），

总计：27/100（27.00%）；观察组：单张处方药品种类

5 种以上：1/100（1.00%）、滥用抗菌药：1/100（1.00%）、

处方前记漏项：0/100（0.00%）、用药与诊断不符：0/100
（0.00%）、用法用量不合理：0/100（0.00%）、溶媒

选择错误：0/100（0.00%）、联合用药错误：0/100（0.00%）、

药品规格选择错误：0/100（0.00%）、超 7d 常用量：

0/100（0.00%）、缺少临床诊断及书写不规范：0/100
（0.00%），总计：2/100（2.00%） 

3 讨论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药事服务作为医疗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提高治疗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药事服务不仅涉及药物的供应、储存、调

配和使用，还包括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药物咨询和药

物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本文旨在探讨药事服务的关

键作用，并提出提升患者用药安全的策略。近年来，随

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和患者需求的多样化，药学服务也

日益凸显出以“患者医疗关怀”为核心的发展趋势。药

事服务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药物供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医疗机构应建立完善的药品采购、储存、调配和发放制

度，确保药品的质量和安全。同时，药师作为药事服务

的重要参与者，应对药品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管，防止

假冒伪劣药品流入医疗机构。 
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服务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合理用药：药学服

务通过确保药物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显著

提高了处方的合理性。药师能够监测药物不良事件，及

时调整用药方案，确保患者用药安全。同时，药师通过

优化用药计划，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治疗方案的

经济实用性。提高患者生命质量：药学服务不仅关注药

物治疗，还涉及患者用药教育、健康咨询等，这些服务

提升了患者对药物的正确理解和自我管理能力，从而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医疗资源的合理运用：药师参与医

疗管理，通过有效的药物治疗管理和药品监测，减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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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资源的浪费，减轻医疗团队的负担，提高医疗机构的

服务效率和患者满意度。科研与多院区管理“”药学服

务还包括药品的科研转化和多院区的药物管理。药师

通过参与科研项目和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不仅提升

了自身的专业能力，也为医院带来了更多的科研成就

和高效的多院区药物管理制度。 
药事服务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提高治疗效果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强化用药安全制度落实、加强

重点药品使用管理、提供个性化用药指导、开展药物咨

询服务、推广药物知识普及教育、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

用药安全以及加强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等措施，

可以进一步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水平。未来，随着医疗技

术的不断发展和医疗服务的不断完善，药事服务将在

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医院处方统一电子化，按颜色类别及储存年限管

理，药剂科定期对医师进行麻精药品、抗菌药物培训与

处方授权，麻精药品入库至使用的整个过程按照“五专

管理”，并配备有相应的防盗监控设施，麻精药品空安

瓿及废贴及时登记回收处理。按照抗菌药物分级管理，

医院抗菌药物总品种数为 35 种，通过培训考核对医师

进行处方授权，在系统中对处方权限设定并拦截干预，

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用前实行会诊制度，抗菌药物使

用率与使用强度指标细分至各科室，目标化、精细化，

Ⅰ类切口预防用抗菌药物每月点评，均纳入绩效考核，

抗菌药物使用率及使用强度均达标，Ⅰ类切口预防用

抗菌药物比例逐年下降。医院制定了优先使用基本药

物的相关制度，药剂科在保证药品采购环节各方面合

规的前提下秉持“基药优先”的原则，剔除部分疗效、

安全等方面不具优势的非基本药物，每月对各科室基

本药物使用金额占比与排名前五药品情况进行统计通

报。 
药学服务不仅仅是药物的提供与分发，更是以患

者为中心，全面关注其用药安全、效果及心理感受的过

程。这要求药师在提供专业服务时，不仅要具备扎实的

药学知识，更要拥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通过精准用

药指导、个性化治疗方案制定及持续地用药跟踪服务，

药师成为患者健康旅程中的坚实后盾。药学服务是促

进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

环节，药师是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实现安全有效经济用

药目标不可替代的专业队伍。 

综上所述，在西药处方管理中实施药学服务时能

够有效减少不合理处方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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