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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药学服务对提高西药房管理质量的效果

尚Ǔ毅
十堰市郧阳区中医医院Ǔ湖北Ǔ十堰Ǔ442500

摘Ȟ要：目的：探究优化药学服务对提高西药房管理质量的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6月-2023年12月期间我院收
治的86例需西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西药房管理模式，观察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优化药学服务管理模式，比较两组药品管理质量、药师服务满意度、用药依

从性、药品调配准确率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药品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药师服务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患者用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药品调配准确率高于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

（P < 0.05）。结论：在西药房管理中实施优化药学服务可有效提高药品管理质量和药师服务满意度，增强患者用药

依从性，提高药品调配准确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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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房是医院药学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质

量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1] 。随着医疗

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患者对药学服务的要求不断提

高，传统的西药房管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医疗服务的

需求。优化药学服务是指通过改进药品管理流程、提升

药师专业能力、加强用药指导等措施，全面提高西药房

管理质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2]。本研究旨在探究优化药

学服务对西药房管理质量的影响，为提高西药房管理水

平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6月-2023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86例需

西药治疗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男20例，女23
例；年龄26-75岁，平均年龄（48.76±7.25）岁；疾病类
型：高血压16例，糖尿病9例，冠心病7例，呼吸系统疾
病6例，消化系统疾病5例。观察组：男22例，女21例；
年龄25-74岁，平均年龄（49.13±7.42）岁；疾病类型：
高血压15例，糖尿病10例，冠心病6例，呼吸系统疾病7
例，消化系统疾病5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同意。

1.1.1  纳入标准
纳入病例满足以下标准：（1）经我院确诊需要使用

西药治疗的患者；（2）具有完整的医疗记录和随访资
料；（3）能够理解并配合研究；（4）患者或家属签署
知情同意书。

1.1.2  排除标准

排除以下情况的患者：（1）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2）认知功能障碍无法配合研究；（3）精神疾病患
者；（4）预计住院时间少于3天；（5）研究期间转院或
自动出院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房管理模式：（1）按照医院药

品管理制度进行药品采购、验收、保管和发放；（2）
根据医嘱调配药品；（3）对患者进行基本用药指导；
（4）定期盘点药品库存。
观察组在常规管理基础上采用优化药学服务管理模

式：（1）建立药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药品信息电子化
管理，提高药品周转效率；（2）构建临床药师团队，定
期进行专业培训，提升药师专业能力；（3）实施个体化
用药指导，针对不同患者制定个性化用药方案，详细解

释药物作用、用法用量、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4）建
立药物治疗监测机制，监测患者用药情况，及时调整用

药方案；（5）开展药物咨询服务，设立药物咨询窗口，
解答患者用药疑问；（6）实施药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对药品采购、验收、储存、调配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

两组均干预3个月，干预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价。
1.3  观察指标
1.3.1  药品管理质量评价
采用自制药品管理质量评价量表对两组药品管理质

量进行评价，包括药品储存条件、有效期管理、账物相

符率、药品周转率等指标，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表示
药品管理质量越好。评价内容还涉及药品入库验收规范

性、存储环境温湿度控制情况、特殊药品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药品标签完整性、近效期药品预警管理以及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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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储存条件维护等。药品管理质量评价由两名具有高

级职称的药师独立完成并取平均值，以确保评价结果的

客观公正。

1.3.2  药师服务满意度评价
采用药师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两组患者对药师服务

的满意度，包括药品调配效率、用药指导详细程度、沟

通态度、问题解答能力等方面。问卷调查在患者出院前

一天进行，由专人负责发放并当场回收，确保问卷的真

实性和有效性。问卷还涵盖了药师专业素养、服务耐心

度、用药咨询响应时间以及健康教育效果等评价内容。

1.3.3  患者用药依从性评价
通过随访和问卷调查评估患者用药依从性，包括按

时按量服药、按疗程用药、遵医嘱调整用药等方面，分

为完全依从、基本依从和不依从三级。完全依从指患者

严格按照医嘱用药，无任何遗漏或自行调整；基本依从

指患者基本按照医嘱用药，但偶尔有遗忘或轻微调整；

不依从指患者经常忘记服药或自行调整用药方案。评估

在治疗过程中进行至少两次，出院后电话随访一次，以

全面了解患者在不同时期的用药情况。总依从率 =（完全
依从+基本依从）/总例数×100%。

1.3.4  药品调配准确率评价
统计两组药品调配错误发生情况，包括药品名称错

误、规格错误、数量错误、标签错误等。药品调配由专

职药师负责，每次调配完成后由另一名药师进行复核。

记录每组调配总次数及错误次数，错误一经发现立即纠

正并分析原因。采用双人核对制度，对高危药品、特殊

用药和儿童用药实施三级核对机制，确保药品调配准确

性。同时建立药品不良事件报告系统，鼓励药师主动报

告近似错误，进行根源分析。药品调配准确率 = （总调
配次数-错误调配次数）/总调配次数×100%。

1.3.5  不良事件发生率评价
记录两组在研究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包括药品质

量问题、过期药品使用、药物不良反应、配药错误等。

由专人负责监测并记录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采用主动监

测与被动报告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收集不良事件信息。

对于药物不良反应，详细记录反应类型、严重程度、处

理措施及转归情况。建立不良事件评价标准，对事件进

行分级管理，并定期进行回顾性分析，制定改进措施。

不良事件发生率 = 不良事件发生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3.0版进行计算分析，计数资

料用[n(%)]来表示，采用χ²检验；计量资料以（ ）表

示，采用t检验，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药品管理质量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药品管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表1��两组药品管理质量评分比较（ ，分）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72.34±6.57 92.18±5.32
对照组 43 72.58±6.43 80.67±5.85

t 0.173 9.642
P 0.863 0.000

2.2  两组药师服务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药师服务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2��两组药师服务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3 26（60.47） 14（32.56） 3（6.98） 0（0.00） 40（93.02）
对照组 43 15（34.88） 16（37.21） 9（20.93） 3（6.98） 31（72.09）
χ² 6.759
P 0.009

2.3  两组药品调配准确率比较
观察组药品调配准确率为99.27%，高于对照组的

95.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832，P = 0.016）。
3��讨论

传统的西药房管理模式存在药品管理流程繁琐、药

师专业能力有限、患者用药指导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

现代医疗服务需求[3]。优化药学服务通过引入先进管理理

念和技术手段，可有效提高西药房管理质量，保障患者

用药安全。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优化药学服务管理模式的观

察组在药品管理质量、药师服务满意度、患者用药依从

性、药品调配准确率等方面均优于采用常规管理模式的

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这表明优化药学服

务在提高西药房管理质量方面具有显著效果[4]。具体分析

如下：

优化药学服务通过建立药品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

药品信息电子化管理，提高了药品采购、验收、储存、调

配等环节的效率和准确性，有效改善了药品管理质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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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临床药师团队并进行专业培训，提升了药师的专业能

力，使其能够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药学服务，提高了患

者对药师服务的满意度。个体化用药指导和药物治疗监测

机制的实施，增强了患者对用药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用

药依从性，减少了用药错误和不良反应的发生[6-7]。药品

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立，实现了对药品全过程质量控

制，提高了药品调配准确率，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

优化药学服务还促进了药师与医生、护士以及患者

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不仅改善了西药房的管理质量，也

提升了医院整体的药学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了更安

全、更有效的用药保障[8-9]。

在西药房管理中实施优化药学服务可有效提高药品

管理质量和药师服务满意度，增强患者用药依从性，提

高药品调配准确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具有较高的

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医院药学服务中推广应用[10]。

在西药房管理中实施优化药学服务模式具有显著的

临床应用价值。通过本研究的系统比较分析，优化药学

服务明显提高了药品管理质量评分、药师服务满意度以

及患者用药依从性，同时有效提升了药品调配准确率，

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这些改进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种管理模式通过建立药品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专

业临床药师团队、实施个体化用药指导、建立药物治疗

监测机制和药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等多方面措施，全面

优化了西药房管理流程，促进了药师与医护人员及患者

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形成了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

务模式。这不仅保障了患者用药安全，提升了药学服务

质量，还间接促进了医疗质量的整体提高和患者满意度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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