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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cond�People’s�Hospital�of�Kashgar�Region,�Kashgar,�Xinjiang,�844000,�China�

�EVWU�FW
2EMHFWLYH��To�explore�and�analyze�the�effect�of�clinical�pharmacist’s�pharmacological�intervention�in�the�management�of�clinical�irra-
tional�medication,�to�control�the�phenomenon�of�irrational�medication�in�the�hospital,�to�ensure�the�safety�of�clinical�medication,�to�re-
duce�the�patient’s�drug�expenditure,�and�to�promote�the�rehabilitation�of�patients.��HWKRGV��Statistics�on�the�use�of�antibacterial�drugs,�
auxiliary�drugs,� and�key�monitoring�drugs�for�two�years�before�and�after�the�implementation�of�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in�our�
hospital�from�January�2018�to�January�2020,�investigate�the�proportion�of�patients’�medical�expenditures�on�these�three�types�of�drugs,�
compare�the�use�of�drugs�in�hospitals�before�and�after�intervention,�and�evaluate�management�effectiveness.��HVXOWV��7K��X�K�F�QW�QX-
ous�pharmacological�interventions�by�the�clinical�pharmacists�in�the�pharmacy�department�on�the�irrational�drug�use�in�the�hospital,�the�
use�of�antimicrobial�drugs,�auxiliary�drugs,�and�key�monitoring�drugs�in�clinical�departments�was�more�scienti�c�and�reasonable,�and�
the�proportion�of�patients’�drug�expenditure�decreased�signi�cantly.��RQFOXVLRQ��The�continuous�pharmacy�intervention�of�the�phar-
macy�department�on�the�unreasonable�drug�use�in�the�hospital�can�effectively�control�the�unreasonable�drug�use�and�provide�a�safe�and�
rational�drug�use�environment�for�the�promotion�of�medical�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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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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勤东�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中国·新疆�喀什�844000�

摘�要

目的：探究分析临床药师在临床不合理用药管理中的药学干预效果，控制医院的不合理用药现象，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减
少患者的药物支出，促进患者康复。方法：对本院 2018年 �月到 ����年 �月期间实施药学干预前后两年时间的抗菌药物、
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调查患者在这三类药物上的医药费支出比例情况，对比干预前后医院用药
情况，评价管理效果。结果：通过药剂科临床药师对医院不合理用药情况的持续药学干预，临床科室的抗菌药物、辅助药物、
重点监控药物的用药情况更加科学合理，患者的药物支出比例明显下降。结论：药剂科对医院不合理用药情况的持续药学干
预能够有效控制不合理的用药情况，为医疗改革的推进提供了安全、合理用药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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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公立医院的持续性发展，国

家越来越重视对医疗费用的严格把控，这对医院的用药情况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保证用药的合理、安全，减轻患者

的药物支出负担已经成为社会和公众密切关注的现实问题。

但是，目前中国医院的不合理用药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每年

由于不合理用药产生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患者数量也在不断

增加 [�]，患者的医药费支出比例仍然没有明显下降。本次研

究药剂科临床药师针对目前本院用药现状中抗菌药物、辅助

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药学持续干预，有效地

减少了医院不合理用药的情况，减少了患者的医药费支出。

2�资料与方法

2.1�一般资料

提取本院质控科、医务科、急诊科、药剂科、财务科、

信息科等临床科室提供的数据，对本院实施药学干预前后两

年时间的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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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统计[�]，并调查患者在这三类药物上的医药费支出情况，

结合医改相关政策文件，对比 2018年 �月到 ����年 �月期

间药学干预前后医院的用药情况和患者医药费支出比例变化，

评价药剂科的药学干预管理效果。用药情况和支出比例干预

前后结果具有可比性。

2.2�医院临床用药的不合理现状

2.2.1�药物选择不合理

由于患者数量巨大，医院的临床科室医务人员在接诊患

者的时候往往没有对患者进行详细、系统、全面的检查。加

上医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不一致，某些医生缺乏对具体药物相

关知识的了解，在药物选择时过度依赖抗生素、激素、止痛

药等抗菌药物和辅助性药物，这就导致医务人员用药过程没

有做到对症下药，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

2.2.2 科室之间缺乏沟通

患者的疾病大多数具有复杂性，这就导致了患者通常会

到两个及以上临床科室就诊。多名临床科室的医务人员针对

患者不同情况会进行联合用药，但是科室之间没有做好有效

沟通，轻则药物重复使用造成浪费，重则不同药物之间产生

化学反应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甚至中毒死亡。

2.2.3�用药指导工作不到位

患者在用药过程中，用药的剂量、用药时间、用药次数、

用药疗程的不同都会对患者的康复产生不同的影响。临床医

疗工作中医生往往会忽视这一内容，没有准确告知患者药物

的使用方法。例如，随着现代药物剂型的快速变化，大多数

的药物都只需要每日服用 �~�次即可，但临床医务人员仍然

按照医疗习惯执行每日 �次的剂量，造成患者的药剂量太大，

不利于患者的身体恢复 [�]。

2.3药剂科对医院不合理用药的药学干预措施

2.3.1�提高药剂科的药学管理水平

医院需要从药剂科的管理和药剂科临床药剂师两个方面

入手，制定科学、健全的药剂管理制度和药剂科工作准则，

为医院的医务人员提供合理的参考和具体的标准，对滥用药

物的医务人员进行整治，加强临床用药的合理性 [�]，保证患

者的用药安全，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临床药剂师要加强药

学知识，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充分掌握药品的名字、药理、

成分、不良反应等，提高专业水平，辅助临床医生能够对症

用药并监督患者用药，防止出现差错，减少药物的隐患。

2.3.2�严格控制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

的使用

由于医院不合理用药情况中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

监控药物的使用问题最为突出，这需要药剂科结合国家下发

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用药标准，严格控制医生在用药过程中过

度依赖这一类型的药物，在联合用药的过程中药剂科要把握

不同药物之间的适应症和冲突等，防止患者因联合使用相关

药物产生中毒现象 [�]。

2.3.3�发挥医院药物管理委员会的作用

药物管理委员会主要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医院能够针对患

者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用药，并在患者的病历档案中仔细记

录用药情况和具体事由，保证用药过程公开、透明，这不仅

能够促进临床医师提高用药水平，也能促进医患关系的稳定

和谐发展。这一部门的创立能够确保对医院用药情况的监督

工作落到实处，是对药剂科的药学干预工作的辅助和加强 [�]。

2.4�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结合了 2018年 �月到 ����年 �月期间实施药

学干预前后两年时间的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

的使用情况和患者在这三类药物上的医药费支出比例变化。

结合医改相关政策文件进行对比分析，评价药剂科的药学干

预管理效果。

����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比例=抗菌药物、

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量 /总用药量×���%。

患者的医药费支出比例 =医药费支出 / 总收入×���%。

2.5�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19.�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本文研究统计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

用情况和患者在这三类药物上的医药费支出比例的调查结果

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其中当 P<�.��的时候，差异具有一定统

计学的意义。

3�结果

药剂科 2018年 �月到 ����年 �月期间实施药学干预前

后两年时间的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比

例由干预前的 ��%左右下降到了 ��%左右，用药比例明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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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特别是住院病人的这三类药物的使用比例有更明显的降

低。患者由于医院不合理用药产生的不良反应和死亡也得到

控制并逐渐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 �.��）。

随着就诊患者的增多，医院的总体用药量增加、治疗费

用也明显增加。但落实到每位患者的具体收入情况来看，由

于药剂科对医院的不合理用药情况进行了药学干预，患者在

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这三类药物的支出明显

减少，这使得患者的医药费支出比例随之下降，由药学干预

工作开展前的 38%左右下降到了 ��%左右，医疗费用支出得

到了有效的控制。

抗菌药物、辅助药物、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情况和患者

在这三类药物上的医药费支出比例的研究结果通过卡方检验

进行计算，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

4�讨论

中国医疗改革背景下，医院要不断加强临床药学中的合

理用药工作 [8]。药剂科在促进合理用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临床药剂师不仅要深入一线接触不同类型的病患，还

要本着安全、有效、适当的原则对医院各个临床科室的用药

工作进行监督和干预[�]，整治医院内部对抗菌药物、辅助药物、

重点监控药物不合理应用，减少患者的经济压力，保证用药

结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

综上所述，药剂科对医院不合理用药情况的持续药学干

预能够有效地控制医院的不合理用药情况，为医疗改革的深

入推进创造了一个安全、合理用药的有利环境，在临床医学

发展过程中不断推广药剂科的药学干预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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