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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诊疗与进展·

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影响

郭晓艳 赵国彪 梁向军

华亭市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 华亭 744100

摘 要：目的：分析呼吸内科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及药物干预方法。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我院呼

吸内科使用抗生素的患者202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01例。对照组不接受临床药物干预和实验组临床药学

干预。结果：实验组单联抗生素使用率、二联抗生素使用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三联抗生素试用线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抗生素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 0.05)；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97%，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12.87%(P 0.05)。结论：呼吸内科是运用抗生素较多的科室，容易发生抗生素滥用、不合理应用的情况，因此于呼

吸内科抗生素药物使用中合理运用临床药学干预，有利于提升抗生素药物使用的合理性，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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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由于呼吸内科入院患者的免疫力较健康人弱，

且入院患者多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因此这些患者特异性更

强，相对敏感。同时，呼吸内科的大部分患者都需要接受

抗生素治疗，抗生素对抑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

由于医学水平的发展和对抗生素药物的研究越来越多，抗

生素使用不当引起的副作用和事件增多，患者入院的不确

定因素增多。抗生素药物则是这些疾病的一种重要治疗药

物，但不合理使用抗生素药物亦或者是长期使用抗生素药

物都会增加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影响疗效。为此，

笔者选取了202例呼吸内科患者，旨在分析临床药学干预

用于呼吸内科的作用，总结如下。*

选取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我院呼吸内科使用抗生

素的患者202例，采取随机数字抽选的方法进行分组，

组别名称：实验组、对照组，组比例数：两组均各101

例。实验组男55例、女46例，年龄35～75岁，平均年龄

为(52.16±2.33)岁，肺炎患者34例、上呼吸道感染患者

61例、其他病症患者6例；对照组男54例、女47例，年龄

34～76岁，平均年龄为(53.08±2.16)岁，肺炎患者35例、

上呼吸道感染患者57例、其他病症患者9例。两组患者均

对此次研究知情，自愿参与，排除精神类疾病、沟通障

碍、合并严重的心脏、肝脏、肾脏类疾病患者。两组在

基本资料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 0.05)。

具体方法

1）要求药师全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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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者的治疗工作，由药师和主治医师经协商后为患者

开具处方，同时予以患者药物指导。根据药敏试验、病

原学检查和患者病情状况，对治疗方案进行规范化的制

定，包含用药剂量、药物选择、疗程、用药途径和用药

频率等，并对用药间隔时间进行严格控制。由药师对患

者的处方和临床资料进行查阅，了解患者对抗菌药物的

使用情况，同时将结果打印出来交给临床医师，以便于

临床医师了解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不合

理用药问题。准确记录和统计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包

括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等。（2）主治医师在对处方进行

开具后，需由药师严格审查处方的内容，确保患者对抗

菌药物进行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与合理性。若处方中

存在不合理的问题，要准确标注出来，并及时与主治医

师交流，作出改正。（3）定期组织药师开展抗菌药物使

用知识与规范化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制定健全的抗菌药

物应用体系，要求药师与临床医师积极配合，增强其对

抗菌药物进行合理使用的意识。若抗菌药物处方中存在

不合理之处，要予以相应的惩处。（4）每月开展 次抗

菌药物交流会议，要求全科医务人员积极参加，以对抗

菌药物的合理使用知识进行交流和培训，邀请临床经验

丰富且高资历的药师进行讲解，内容有抗菌药物不合理

使用的危害性，以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确

保抗菌药物临床使用规范。对于长期使用抗菌药物且无

效亦或者是严重呼吸道感染的患者，需对其施以病原学

检查，同时由主治医师和药师对检查结果作出细致的分

析，并制定出最适合的抗菌药物用药方案。

观察指标

（1）炎症因子 :于患者晨起空腹时，抽取肘静脉血

3mL，离心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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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17(interleukin17，IL－17)、白细胞介素－

4(interleukin4，IL－4)、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

IL－2)、肿瘤坏死因子－α －α，

TNF－α)水平。(2)自我管理能力:采用自我管理能力问

卷［5］进行评估，该问卷分值0～100分，分数越高表示

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越强。(3)用药依从性:采用Morisky

用药依从性量表［6］进行评估，该量表分值0～8分，分

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越好。(4)生活质量:采用生

活质量量表 ，

WHOQOL－BＲEF)进行评估，该量表包含环境、社会、

心理、生理巩固4个领域，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

量越好。(5)用药不良反应:观察患者用药后发生口干、恶

心呕吐、腹胀、腹泻等不良反应。(6)用药满意度:采用药

物治疗满意度问卷

medication，TSQM)进行评估，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

满意。将非常满意、满意计入用药满意度。

本次研究采取统计学软件SPSS13.0对上述汇总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计量数据采用x±s表示，组间比采取t检

验；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数据对比采用卡方检验c2，对

比以P小于或等于0.05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炎症因子

水平治疗前，两组患者IL－17、IL－4、IL－2、

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治疗

后，两组患者IL－17、IL－4、TNF－α水平较治疗前降

低，IL－2水平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IL－17、IL－

4、TNF－α水平低于对照组，IL－2水平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1。

自我管理能力、用药依从性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用药依从性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治疗后，两组患

者自我管理能力评分、用药依从性评分较治疗前升高，

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见表2。

各项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环境评分、社会评分、心理评分、

生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治疗后，两组

患者环境评分、社会评分、心理评分、生理评分较治疗前

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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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不良反应及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用药

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见表4。

抗生素主要是霉菌、细菌等微生物二次代谢的产

物，或人工合成的类似物。 年代以来，研究人员逐

渐扩大抗生素的范围，将其称为生物药物，主要用于病

原微生物感染或细菌感染等疾病，通常不会引起任何严

重的副作用。 上呼吸道感染是一种炎症性疾病，临床上

表现为发热、咳嗽、咳痰等，若不及时治疗，可引发败

血症、支气管扩张、缺氧中毒性脑病等并发症。抗生素

种类多、使用率高，但患者对药学知识的了解有限，导

致出现滥用、不合理用药等现象的概率增加，影响治疗

效果。临床药学干预中药师以患者为中心，主动参与患

者的治疗，给予患者合理、全面的药学指导与药学知识

宣教，让患者了解药物的配伍禁忌，加强患者的安全用

药意识 专业的药学指导可以针对性治疗上呼吸道感染，

促进患者合理用药，减少抗生素滥用，从而避免不良反

应的发生，提高用药安全性。临床药学干预可以监督患

者用药，控制患者用药剂量，确保治疗效果，缩短用药

疗程。

呼吸道感染通常是由细菌感染所致，可利用抗菌药

物对患者进行治疗，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医院中

对于抗菌药物的使用存在诸多不合理问题，使得患者的

用药效果降低，并能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危及患

者生命健康。临床药学干预为比较先进的一种药学管理

手段，要求药师充分掌握医学和药学知识，以准确评估

不同抗菌药物的适应证，提高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的安全

性，此外，药师还应和主治医师一起为患者制定一种最

佳的抗菌药物用药方案，同时做好处方的审核工作，以

及时发现并解决处方中存在的问题。现代研究表明，于

呼吸内科抗菌药物使用的过程当中，合理运用临床药师

干预法，可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效，且能在最大限度上降

低患者发生肝肾损害等不良反应的风险，确保临床用药

安全。

综上所述，加强对上呼吸道感染患者抗生素使用的

临床药学干预，对于提高药物的合理使用水平具有重要

价值。 要保证药师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才能正确评估不同类型抗生素的适应症。 同时，应积极

与医师讨论，根据具体情况结合药敏试验结果，给予合

适的抗生素。 实施临床药物干预可以抑制炎症反应，提

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增加患者用药量，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降低副作用发生率，提高患者用药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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