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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药剂科加强药事管理对合理用药的实际促进效果

纪 婷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 要：目的：探讨药剂科加强药事管理对合理用药的实际促进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1年12月我院

药剂科接收的10000张处方为对象，根据是否开展加强药事管理将其分为管理前（2020年1月-12月）5000张和管理后

（2021年1月-12月）5000张。结果：管理后不合理处方发生率0.4%低于管理前0.86%，P 。管理后医患纠纷率

0.34%低于管理前0.72%，P 。管理后药师药学知识掌握度高于管理前，用药禁忌评分（23.09±1.25）分高于管理

前（20.27±2.65）分，配伍禁忌评分（23.15±1.08）分高于管理前（20.19±2.69）分，适应症评分（23.41±1.42）分高于

管理前（20.21±2.63）分，剂量调整评分（23.35±1.51）分高于管理前（20.17±2.75）分，P 。结论：药剂科加强

药事管理对合理用药有实际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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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科是医院门诊关键部门，包含药品供应、医院

门诊调济、医疗活动机构等事宜。药剂科管理方法对合

理用药有一定影响。医学上不一样病症、同一病症的不

同种类必须目的性服药，应该考虑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

性。药事管理指的是在医疗管理中灵活运用药理学和企

业管理学有关核心理念，科学化药物的管理方法。伴随

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新的深层次，药剂科务必融入医

疗改革的需求，达到每科发展需要，提升工作效能、药

事管理，保证临床用药的正确性和安全性。本分析关键

讨论提升药剂科药事管理对合理用药产生的影响。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1）以医院药剂科2020年1月至2021年

12月发送的处方10000张为对象；（2）每一张处方相匹

配一位患者；（3）处方资料完整，患者相匹配临床医学

资料完整；（4）处方来自医院神经内科，包含抗精神

病药、抗抑郁药物和抗抑郁药、抗躁狂药、抗AD药、中

枢兴奋药、镇静催眠药、抗癫痫药物及其它独特药品。

排除标准(1)处方解决患者病情危重，无保持清醒观念和

普通沟通协调能力；(2)系统化传染性疾病；(3)临床医学

证实的别的良肿瘤。基础资料：（1）根据是否开展加强

药事管理将其分为管理前（2020年1月-12月）5000张和

管理后（2021年1月-12月）5000张。（2）管理前处方对

应患者年龄20-65岁，平均（50.29±5.16）岁；男女占比

为2519:2481；管理后处方对应患者年龄21-67岁，平均

（50.17±5.02）岁；男女占比为2603:2397。两组基线数据

比较，P 。

方式

推行原药剂科班级常规管理方法，有效措施是按照

处方向患者给予相对应药品，对其患者服药方式进行简要

的口头教育。出台后，需在班级常规管理方法的前提下，

提升药事管理。有效措施如下所示。（1）不断完善完备

的药事管理机构。医院管理系统由医务部、药剂科和医务

科构成。药剂科选用医院医生竖直管理机制，承担有关药

学法律法规的执行与管控、临床用药调研与评价、药品供

应、药品不良反应的管理和控制、药品安全操纵等。与此

同时，会对临床用药进行管理，确保安全用药[1]。（2）提

升药剂科构造。药剂科工作要点已转化成药学服务水平。

药剂科药品供应承担购置、仓库管理员、药物计算，药店

承担已有药物贮备、调济、服药，临床医学药学室承担临

床观察、化学实验室、药历撰写、药学商务咨询、药品不

良反应汇报、质量控制单位协助下的案例调研等临床医学

药学服务项目药学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职责明确，工作中

效率和质量比较高[2]。（3）提升处方的审核管理。融合医

院药剂科有关管理方案，制订处方审批工作内容及要求，

药剂科创立专门处方审批工作组，承担处方审批。对存在

服药问题处方，立即打电话出具处方的大夫，彼此沟通后

修复改动处方，保证处方清楚详细、服药有效。（4）临

床医学药学服务项目。药剂科内设临床医学药学室，为临

床科室给予人性化药学服务项目。药师积极主动掌握临床

用药状况，为临床医师提供一些药物剂量、方式、方式、

用药治疗检测、药动学等信息咨询服务，具体指导护理人

员精确把握药品不良反应、不良反应、配备方式、储存条

件等。医生与护士药学专业知识的水准。（5）强化对患

者的用药健康教育，杜绝药物滥用。药师主动为患者提供

相关用药知识，主动与患者沟通，告知遵医嘱用药对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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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康复、减少不良反应的重要性，给患者讲解相关用药知

识，指导患者正确用药，避免随意增减药量，避免药物的

滥用。（6）提升药师继续再教育。按时组织对药师理论

知识和业务水平的教学。根据健康养生讲座、课程等形

式，药师能够把握最新药学专业理论知识对口专业技术

性。科学研究完成后，进行全面的检查，考核不合格者需

再次学习，直至考核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有序开展;重要提

升药品质量，降低药品采购价格，避免药物短通过[3]。

观察指标

观察管理方法前后左右不科学处方产生状况。

关键指标包括不良反应、处方与确诊不符合、使用量出

现异常、反复给药和禁忌症。

观察管理方法前后左右医患冲突的产生状况。

关键指标包括病人退药、药品安全不过关、药师出错、

药物与处方不一致等。

按药学部要求，选用自做评定量表调研管理方

法前后左右药师药学理论水平状况。调查的关键指标是

药品禁忌症、搭配禁忌症、适应症和药量调节。各类指

标得分成0-25分。高分数说明药师对药学专业知识的把握

程度高。

统计方法

观测数据和记数数据信息用 查验。数据统

计包括病人男女比例、处方由来、不合理处方发病率、

医患纠纷发病率。观测数据包括病人年龄和药师药学理

论水平水平评分，各用（ x s± ）、（n，%）表明。差别

各自相匹配t检验和 2检测。检验依据：P ，有显著

性差异和统计意义。

比较管理前后不合理处方发生率

管理后的不合理处方发生率低于管理前，P ，

见表1。

n，%）

组别 n 配伍禁忌 处方与诊断不符 用量异常 重复给药 用药禁忌 总发生率

管理前 5000 9（0.18） 13（2.6） 8（0.16） 6（0.12） 7（0.14） 43（0.86）

管理后 5000 5（0.1） 7（0.14） 3（0.06） 3（0.06） 2（0.04） 20（0.4）
2 / / / / / / 8.450

P / / / / / / 0.004

比较管理前后医患纠纷发生率

管理后医患纠纷发生率低于管理前，P ，见

表2。

n，%）

组别 n 患者退药 药品质量不达标 药师失误 药品与处方不符 总发生率

管理前 5000 14（0.28） 6（0.12） 5（0.1） 11（0.22） 36（0.72）

管理后 5000 7（0.14） 2（0.04） 2（0.04） 6（0.12） 17（0.34）
2 / / / / / 6.848

P / / / / / 0.009

2.3比较管理前后药师药学知识掌握度

管理后药师药学知识掌握度评分高于管理前，P

0.05，见表3。

x ± s，分）

组别 n 用药禁忌 配伍禁忌 适应症 剂量调整

管理前 5000 20.27±2.65 20.19±2.69 20.21±2.63 20.17±2.75

管理后 5000 23.09±1.25 23.15±1.08 23.41±1.42 23.35±1.51

t / 68.056 72.206 79.587 71.673

P / 0.000 0.000 0.000 0.000

医院药事管理的工作内容主要为管理医药质量，需

要对用药风险和收益进行综合评定，从而能够准确了解

药物使用的优势和风险。医院药师管理工作是对医疗工

作的顺利及安全开展的重要基础。加强药事管理主要目

的为四项:(1)安全性，具体是指提升药物治疗的总体效

果，要求能够实现药物最佳治疗效果从而降低不良事件

发生风险;(2)有效率，也就是药物的使用需要达到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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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3)经济性，要求患者能够用最低的医疗费用获得最

佳的治疗效果，需要在提升药物有效性及安全性同时，

降低医疗费用;(4)适当性，具体体现在临床用药的各个环

节，主要包括药物安全、个性化药物选择、药物剂量使

用方法及给药途径等均符合实际病情需要[4]。

对医院前一年工作进行反思总结，发现药事管理工作

中存在着诸多细节问题和不足，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医

院制度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约束力不足，人员综合素养

有待提升、责任心及服务意识缺乏。传统的管理制度已经

无法满足新时期医疗机构的实际需求，临床用药合理性和

安全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医疗机构必须重视实施强化

药事管理，进一步提升临床用药合理性，才能确保科室健

康发展，进而促进医疗机构整体发展[5]。药事管理的重点

为药品的使用和监管，能够提升用药合理性和降低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率。因此需要强化并落实药事管理各项规定制

度，能够对管理组织、监管组织及政策进行有效落实，缺

问题发生;同时积极引入药师管理，能够提升处方合理性;

制定合理培训制度，强化人员综合素养，及时学习先进的

知识和信息，能够及时更新自我知识范畴，并定期进行考

核，强化人员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推进信息化建设步伐，提

升工作效率，利用先进的技术进一步规范药事管理工作;重

视细节工作完善措施，能够积极开展用药咨询，确保药物

能够发挥最大效率，避免因个人原因错误用药导致的不良

反应。

落实临床实际中，临床医师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专业知识学习，除了医院组织的培训外，还可以通过同

行交流，网上学习等方式对专业知识有更加全面和系统

地了解和掌握。就诊过程中，综合临床表现及检查数据

准确判断患者病情，详细了解患者用药禁忌，从而能够

合理选择药物确定使用剂量，提升临床治疗有效性，能

够最大限度减低不合理用药发生率，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另外，发放药物后需要指导患者遵照医嘱服用药

物，严禁随意增减药量，告知患者密切观察用药反应，

发现异常及时来院就诊，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调整药物[6]。

合理用药对每位患者的病情恢复和生命安全息息相

关，药品是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重要途径，但不科学用药

严重危害疾病治疗，不但导致医疗条件的消耗，并且威协

患者的人身安全。临床药理是药学部药事管理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医师应大力加强药品质量管理，充分考虑患者用

药风险性，评定用药预期收益率，考虑到患者用药后有可

能出现不良反应等[7]。依据患者病情诊断结论评定用药处

方，分析处方用药状况，因此最大程度防止副作用，防止

患者严重不良反应，合理治疗和修复其病况。

本次医务科在提升药事管理层面获得明显成效。管理

方法后，不科学处方发病率由0.86%下降至0.4%，医患冲

突发病率由0.72%下降至0.34%。对医师把握药学知识状况

的综合考核说明，提升药事管理能够起到进一步功效，确

保患者有效用药率和患者用药安全性。本次药店管理方法

是以医院实际出发，关键健全医务科规章制度，在提升药

物入库管理和处方审批的与此同时，对各项任务开展严格

监管，发觉药房工作存在的问题，集中统一处理各种不科

学处方，减少患者用药焦虑情绪风险性[8]。

综上所述，提升药事管理，能够促进有效用药率、

医院临床医学用药的严谨性和实效性，降低不科学用药

和医患冲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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