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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在临床不合理用药管理中的药学干预效果研究 

李凤伟，胡英爽 

敦化市医院  吉林敦化 

【摘要】目的 谈论临床药师在临床不合理用药管理中的药学干预效果。方法 把我院电脑随机选取于 2019
年 1 月份开始，截止到 2020 年 1 月份期间的 50 份病人的用药记录作为对照组，把于 2020 年 1 月份开始，截止

到 2021 年 3 月份期间的 70 份病人的用药记录作为观察组。前者实行常规形式的药学干预，后者实行优质的药学

干预。查看两小组病人的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药学服务质量。结果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处方使用不合

理情况（11.43%）得到理想改善且低于对照组（28.00%）；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可靠

性、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及有形性得到理想提升且高于对照组，用（P＜0.05）代表组间差异明显，具有研

究性。结论 从临床药师的角度增强对不合理用药的管理，利于各科室形成良好的临床用药情况，确保患者用药

期间的安全性更高，减少医患纠纷现象的发作，值得增大临床推广范围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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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by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he 
management of clinical ir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The computer in our hospital randomly selected 50 patients' 
medication recor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ook 70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20 to 
March 2021. The medication records of the patients were us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former implements 
conventional forms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while the latter implements high-quality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Check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prescrip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he irrational use of prescriptio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1.43%) was improved 
ideally and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8.00%). The dat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roups showed that the 
reliability and respons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exuality, assurance, empathy 
and tangibility were ideally improved and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0.05) represen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which is of research interest.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irrational drug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good clinical drug use situation in each 
department, ensuring higher safety for patients during drug use,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doctor-patient disputes. It 
is worth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strength. 

【Keywords】Clinical pharmacist; Clinical irrational drug use management;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effect. 
 

现今，在各个新型医疗技术与生物医学技术等方

面有效增长后，致使各类医疗工作的实行更为高效，

医学方面的深入分析与探究也相应上升[1]。站在生物医

学角度上来看，药品属于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类

型及种类的变多，致使临床用药可供选择的权力也相

应增大，药物种类的日益变多，给多数疾病的救治造

就了更好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也会诱使众多用药不

合理事件的出现。临床不合理用药、联合用药不合理

等问题的频繁增多，属于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

严重侵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病情好转，对此，需要采

用相应措施来增强临床用药的合理性情况。增强临床

药师的干预工作，能有效减低用药不合理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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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患者用药期间的安全性，合理用药能让患者病情

好转速度变快。据此，就我院于 2019 年 1 月份开始，

截止到 2021 年 1 月份期间选取的 120 例病人的用药记

录作为研究对象，详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把我院电脑随机选取于 2019 年 1 月份开始，截止

到 2021 年 1 月份期间的 120 例病人的用药记录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性存在 68 例，女性存在 52 例，大

致年龄在 20-57（37.66±1.28）岁。 
1.2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形式的药学干预，主要囊括告知

患者及亲属各种药物的运用方式、使用剂量等内容。 
实验组实行优质的药学干预，其内容包含：①建

立专门的药学干预药师。让药师进入到医院的各个科

室当中，主要参加会诊，用药计划的制定及查房等工

作，对于医师的处方进行相应查看，监督临床用药情

况。②抗菌药物的管理。依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中的相应标准，严格监管抗菌药物的运用，

对其适应症、使用群体等方面进行核对，严格控制药

物的使用情况，能够运用第 1、2 代药物医治就减少使

用第 3 代药物。③医师处方的管理。明确每种药物的

运用情况与处方评价要求，坚持一周 1-2 次对整理好的

处方进行审核，随后将其结果上报到相应科室，对医

师的处方开具质量进行评估，且依照药师处方开具的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奖惩[2]。 
1.3 观察指标 
（1）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主要囊括了抗菌药物

使用不合理、医嘱不合理、无适应症用药、剂型差错、

超说明书用药。（2）药学服务质量，主要从可靠性、

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及有形性这五个层面评价，

评测得分越高，代表其药学服务质量更为理想。 
1.4 统计学方法 
借助 SPSS 23.0 软件系统实行组间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及以计数资料用（ x ±s）、（%）表明，经过 t
数值与 χ2数值检验后，组间存在差异运用 P＜0.05，代

表具有统计学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两小组病人的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 
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

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11.43%）得到理想改善且低于

对照组（28.00%），用（P＜0.05）代表组间差异明显，

具有研究性，现况看下图表 1。 
2.2 分析两小组病人的药学服务质量 
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

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及有形性得到理想

提升且高于对照组，用（P＜0.05）代表组间差异明显，

具有研究性，现况看下图表 2。 

表 1 两小组病人的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抗菌药物使用不合理 医嘱不合理 无适应症用药 剂型差错 超说明书用药 不合理占比 

实验组 70 1（1.43） 1（1.43） 2（2.86） 1（1.43） 3（4.29） 8（11.43） 

对照组 50 2（2.86） 3（4.29） 3（4.29） 2（2.86） 4（8.00） 14（28.00） 

χ2       8.673 

P       0.003 

表 2 两小组病人的药学服务质量分析（ x ±s，分） 

组别 例数 可靠性 反应性 保证性 移情性 有形性 

实验组 70 4.51±0.42 4.28±0.37 4.69±0.40 4.45±0.32 4.68±0.44 

对照组 50 3.77±0.26 3.75±0.26 3.82±0.33 3.81±0.27 3.81±0.24 

t  11.033 8.705 12.612 11.512 12.68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药物医治属于临床医治最为常用的形式，在新型

药物的推行与运用下，临床用药的品种、给药形式等

方面也发生了相应转变，促使临床用药的工作量与难

度也逐渐增加，随之临床不合理用药的发生频率也相

应增多，给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3-4]。近些年，

医疗卫生部位有效提升临床用药的合理性，降低相应

医疗事故的发生频率，在药物分析类管理、药师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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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干预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其中后者属于确保临床

用药合理性的有效措施[5-6]。 
实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处方使用不合理情况

得到理想改善且低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对比可知，实

验组病人经有效干预后其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

移情性及有形性得到理想提升且高于对照组（P＜
0.05）。临床药师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业务水平及综合

素养，还需要负责药学查房等工作，确保其全面知晓

患者的实际病状，有无药物不良反应等现象，且给患

者实行相应的用药引导与教育工作，此能有效规避及

减低患者因用药而出现的腹泻、呕吐等不良反应症状，

保障患者服药期间的安全性问题[7-8]。除此以外，临床

药师还需要和其他医生谈论患者的医治方案，让其一

起来依照患者的病情状况实行评测，规划出适应患者

病情好转的用药方式，尽最大努力来减低患者因救治

而背负的经济费用。因药物类型众多，因此，在对少

许药物采用联合救治期间，会出现相互排斥现象，据

此，临床医护人员需要对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状况实

行预测及紧急处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性得到理想提

升。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专门的药师，让其进到

各科室内，鼓励其参与会诊、制定患者的实际用药计

划等方面，利于确保用药和适应证相契合，防止出现

重复性用药的情况，增强对抗菌药物的把控，提高医

嘱的合理性，降低药物的滥用、浪费情况[9-10]。 
以上所述，从临床药师的角度增强对不合理用药

的管理，所取效果十分理想，降低了临床不合理用药

情况的发生，提高患者用药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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