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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干预对于接受多药治疗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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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文研究药学干预对于接受多药治疗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影响。方法  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3 月-2020 年
10 月。研究对象为我院收取的 140 例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随机进行分组干预。每组患者数量均为 70 例。常规组采用常规
多药治疗。药学干预组予以药学干预。收集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产生血糖水平以及用药不良反应等数据。结果  在经过药学干
预后，药学干预组患者血糖控制水平更好，数据低于常规组。药学干预组用药不良反应数量低于常规组。结论  在为 2 型糖尿
病住院患者进行多药治疗时，为患者予以药学干预能够有效提高药物治疗效果，控制血糖水平，并降低患者出现用药不良反应
的情况，值得在治疗工作中推荐使用。 

关键词：药学干预；多药治疗；2 型糖尿病 

 

2 型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疾病，患者发病因

素相对复杂，会受到饮食、生活习惯、情绪以及遗传等因素

的影响
[1]
。患者发病初期并无明显病症，很多患者在确诊时

血糖水平已经处于较高的状态，进而需要住院治疗
[2]
。这就

需要在用药治疗中为患者予以更有效的干预。因此，本文将

针对药学干预对于接受多药治疗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影

响展开分析。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19 年 3 月-2020 年 10 月。研究对象为我

院收取的 140 例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随机进行分组干预。

每组患者数量均为 70 例。药学干预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

男性：36 例、女性：34 例，平均年龄：（48.1±13.1）岁；

常规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男性：37 例、女性：33 例，平

均年龄：（48.4±13.4）岁。采集两组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的

一般资料。数据分析后其差异性在统计学上无意义（P>0.05）。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常规多药治疗。根据患者病情予以用药治疗。 

药学干预组予以药学干预。首先，在患者入院后第一时

间采集患者的相关信息，包括患者病情、用药史、过敏史等，

并为患者建立个人档案。其次，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用药

方案，由药剂师与临床医师进行团队分析和评估，对患者多

药治疗方案进行优化。再次，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血糖进行

定期检测，根据患者血糖变化情况调整用药方案。 

1.3 观察指标 

收集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产生血糖水平以及用药不良反

应等数据。用药不良反应：低血糖、胃肠道不适、头晕、恶

心、体重增加。 

1.4 统计学方法 

将住院数据放入 SPSS20.0 软件进行分析。通过率（%）

表示用药不良反应计数数据，通过 x2 检验。通过±标准差表

示血糖水平的计量数据，经 t 检验。数据判定标准：P＜0.05。 

2 结果 

2.1 患者血糖水平数据 

在经过药学干预后，药学干预组患者血糖控制水平更好，

数据低于常规组，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为患者血糖水平数据。 

 

 

表 1 患者血糖水平数据 

组别 n 空腹血糖（mmol/L） 餐后 2 小时血糖（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药学干预组 70 13.78±3.27 7.44±1.54 16.47±3.47 8.75±1.25 

常规组 70 13.34±3.14 8.41±1.75 16.16±3.56 10.27±1.98 

p  ＞0.05 <0.05 ＞0.05 <0.05 

2.2 患者用药不良反应数据 

药学干预组用药不良反应数量低于常规组，数据差异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表 2为患者用药不良反应数据。 

表 2 患者用药不良反应数据 

组别 n 低 血

糖 

胃 肠 道

不适 

头

晕 

恶心 体 重

增加 

不良反应几

率 

药学干预组 70 1 0 0 0 2 3（4.29%） 

常规组 70 4 2 3 2 6 17（24.29%） 

p       <0.05 

3 讨论 

当前，在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中主要是通过药物

进行干预。而为患者予以药学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用药期

间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进一步提高用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3]
。在药学干预中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相关信息来制定

用药方案，并结合患者血糖变化情况实时进行调整，对于治

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
。根据本文数据对比表明：在

经过药学干预后，药学干预组患者血糖控制水平更好，数据

低于常规组。同时，用药不良反应数量低于常规组。 

综上所述，在为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进行多药治疗时，

为患者予以药学干预能够有效提高药物治疗效果，控制血糖

水平，并降低患者出现用药不良反应的情况，值得在治疗工

作中推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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