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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用药管理对影响患者临床合理用药的作用 
岳发瑞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十堰  442500 

摘要：目的：分析探讨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用药管理对患者临床合理用药的影响。方法：对 2020 年 3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

院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 136 例患者开展回顾性分析，其中观察组的 68 例患者接受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用药管理，对照组的 68

例患者按照常规方法开展抗菌药物用药管理，比较两组用药管理效果。结果：观察组合理用药率高于对照组，住院时间短于对

照组，住院花费费用与用药费用均少于对照组，所有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

用药管理的效果显著，可提升抗菌药物合理用药率，并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与用药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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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虽然起到了较好的治

疗效果，但同时也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对治疗效果有较

大的影响
[1]
。药剂科是医院重要的功能性部门，在药品供应、

监督管理与使用中发挥中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药物合理

使用指导与监管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对 2020 年 3 月

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 136 例患者开展

回顾性分析，现就本次研究成果作如下的分析论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抗菌药物治疗

的136 例患者开展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有接受抗菌药物治

疗的需求，且个人相关性资料齐全，本次研究获得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执行。观察组68例患者中男41例，女 27例，

年龄 15-76 岁，平均（45.4±10.5）岁，对照组 68 例患者中

男43例，女 25例，年龄 15-79 岁，平均（45.4±10.7）岁。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按照常规方法开展抗菌药物用药管理，临床医师

按照患者病情特点选择抗菌药物，患者按照医嘱服用，药剂

科不参与其中。观察组接受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用药管理，

具体管理内容包括：①药剂师对临床医师所开的抗菌药物处

方予以点评，并评定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若存在不当之处

及时与临床医师探讨，进一步完善用药方案，提升用药合理

性；②积极开展实验室检查，包括药敏试验和细菌培养试验，

根据检查结果选择合理的抗菌药物；③在患者服药期间及时

开展用药跟踪，询问患者服药期间是否存在不良反应，监测

药物的使用效果，确保药物可以发挥相应的疗效。对药物浓

度进行监测，避免药物浓度过低而增加细菌耐药性。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合理用药率、住院时间、住院花费及用药花费。

合理用药率：合理：所选用的抗菌药物与患者病情相符，且

患者用药后未出现不良反应；比较合理：所选用的抗菌药物

与患者病情基本或大体上相符，患者用药后出现较少的不良

反应；不合理：服药后未取得效果，甚至病情加重，有较多

的不良反应发生。合理用药率=（合理＋比较合理）/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结果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3.0 完成处理，计量

资料、计数资料分别用 sx  、（n，%）表示，差异性分别对

应 t检验、 
2

x 检验；检验依据：P＜0.05：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合理用药率比较 

观察组合理用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合理用药率比较（n，%） 

组别 n 合理 比较合理 不合理 合理用药率 

观察组 68 53（77.94） 11（16.18） 4（5.88） 64（94.12） 

对照组 68 36（52.94） 16（23.53） 16（23.53） 52（76.47） 

2
 / / / / 8.441 

P / / / / 0.004 

 

2.2 两组住院时间、住院花费及用药花费比较 

观察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住院花费费用少于对照组

（P＜0.05）。其中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用药花费分别为（1043.76

±321.76）元、（1564.33±532.11）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t=6.903，P=0.000＜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住院时间、住院花费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住院时间（d） 住院花费（元） 

观察组 68 12.43±4.12 3457.86±455.77

对照组 68 16.88±5.65 4577.98±604.32

t / 5.366 12.203 

P / 0.000 0.000 



International Nursing Medicine，国际护理医学（3）2021，1 ·临床护理· 

·65· 

3 讨论 

抗菌药物是一种经过细菌、真菌及放线菌等微生物培养

而成的产物，有杀菌或抑菌活性。通过给予患者合理有效的

抗菌药物治疗可以大大降低患者感染风险，这让抗菌药物在

临床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抗菌药物若存在使用不合理或过

量的情况，极易导致患者产生细菌耐药性，不仅无法起到预

防感染的效果，还会对患者治疗和康复效果产生影响。杨晓
[2]
在研究中指出，临床医师如果不能根据患者的病情合理选

择抗菌药物，包括用药剂量、种类及疗程，则势必会影响最

终的治疗效果，严重时加重患者病情，增加治疗难度。 

本次研究发现，观察组合理用药率高于对照组，住院时

间短于对照组，住院花费费用与用药费用均少于对照组，表

明药剂科参与抗菌药物用药管理可以大大提升抗菌药物使用

的合理性，且可以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经济负担。分

析原因在于：药剂科参与到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中可以起到

两方面的作用，即又督又导。一方面药剂科可以对临床抗菌

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于用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及时予以解决，并结合患者临床症状与治疗需求完善抗

菌药物治疗方案，以此起到抗菌药物指导的作用。另一方面，

药剂科可以对患者抗菌药物服用过程中的情况予以监督管

理，比如及时询问患者服用后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并开展相

应的药物试验来确定药物应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起到药物

合理使用的监督作用
[3]
。除此之外，为确保抗生素药物使用

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临床需要做好抗生素非限制使用级与特

殊使用级的分类管理工作，强化抗生素使用监管力度，减少

或避免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 

综上所述，药剂科通过发挥又督又导这一作用，可以大

大提升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效果显著，对提升患者治疗

效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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