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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科处方点评对门诊合理用药的影响 

董育英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学部  山西大同  037046） 

【摘  要】目的：探讨门诊合理用药期间给予药剂科处方点评对临床合理用药的影响。方法：本研究的开展将240张药剂科处方点

评的处方为观察对象，时间为2021年6月-2022年6月。数据资料分组参考数表法原则，对照组一共120张，实施常规的门

诊用药管理；观察组一共120张，实施药剂科处方点评，对两组合理用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观察组的药品通用处方

名和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处方用药情况均高于对照组，抗菌药物使用处方使用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况均低于对照组，差异较大，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处方不合理

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门诊合理用药期间，可通过药剂科处方点评可以降低不合理用

药的情况，规范门诊用药，确保门诊用药质量，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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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harmacy prescription comment on rational drug use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Dong Y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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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escription comment on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This study observed 240 

prescriptions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2. There were 120 drug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120 drug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pharmacy prescription review to analyze the rational drug use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The general prescription names 

and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prescription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ontrol group，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The differenc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i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The irrational prescription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During 

the period of rational drug use in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the situation of unreasonable drug use can be reduced through the 

prescription comment of the pharmacy department，standardize the outpatient drug use，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outpatient 

drug use，which has high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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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深化推进，临床中广泛应用了大量处方药，满

足我国人民群众的治疗需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总之，

通过合理利用相关药物，提高我国临床治疗的综合能力。但

是，不少研究表明，使用药物期间受到监管不合理的影响，

医务人员无法科学应用药物，导致滥用各类处方药的问题[2]。

若药物使用不合理，还可能导致体内的病菌产生耐药性，从

而影响后续的治疗。然而，药物种类越来越多，不断提高对

医生专业能力的要求，但部分医生缺乏专业知识，增加了合

理利用药物的难度。为了满足患者治疗方面的需求，医疗工

作人员高度关注处方点评问题。在此期间，医院药剂科的全

体工作人员合理的分析了处方点评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贯

彻落实[3]。药剂科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充分点评处方有利于

研究人员科学管控门诊药物使用问题，其在提升我国临床用

药合理性方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4]。同时，通过科学点评

处方，药剂科工作人员要基于自身工作经验，严格按照相关

规范科学评价与分析对接的处方内容，降低处方问题的发生

率，这在科学管控药物使用剂量方面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5]。

为此，我院探讨药剂科处方点评对门诊合理用药的影响，具

体的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开展将 240 张药剂科处方点评的处方为观察

对象，时间为 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其中，对照组 120

张处方药中，男性 67 张，女性 53 张；年龄区间 26~78 岁，

平均（56.23±3.41）岁。观察组 120 张处方药中，男性 65

张，女性 55 张；年龄区间 27~79 岁，平均（55.37±3.36）

岁。两组资料对比的结果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有可

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的门诊用药管理，管控的内容如下：治

疗期间，由医生结合患者的病情撰写并发放药物处方；药剂

科工作人员结合医生的处方内容配药并完成药物的发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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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告知患者不同种药物的不同方法，确保患者可以了解不

同的用药频率与模式。观察组采用药剂科处方点评模式进行

处方管理，内容如下： 

（1）成立处方点评小组。科室主任或经验丰富的医生

和高职称药师组成处方点评小组，对处方点评有关事宜进行

负责，科室主任为负责人，对组内成员进行管理，分析各成

员的工作效果，对成员分析问题进行评估，采取有效的整改

措施。 

（2）建立全面点评制度。制定全面的点评制度，完善

用药考评制度；广泛查阅文献，引入有关的规范用药规章制

度，借鉴优秀的处方点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国家卫

生要求综合点评药物合理利用。处方点评小组长要及时总结

点评工作经验，以反馈的结果为基础持续改善点评质量，提

高处方规范化和用药合理性。 

（3）建立处方点评工作表。借助计算机软件完成处方

点评工作表的建立，包含患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基

础资料，诊断的具体情况，药物的名称，合理用药的指标。 

（4）制定用药问题代码。第一，药物品质的选择，指

选药是否符合患者的实际情况，忽略妊娠期、哺乳期或过敏

史之类的特殊情况或其他的禁忌；处方中的药物使用需要立

足患者的年龄和病情因素，对用药情况进行综合考虑。第二，

用药指征问题，指处方中的疾病诊断和药物说明书中提供的

适应症存在严重不符的情况，且医生无法提供有关管的权威

用药依据。第三，药物重复，指两种及其以上药物活性成分

相同，处方中选择同时使用或者有相同的药理作用药物。第

四，药物联合使用时的问题，指联合用药期间有可能出现拮

抗作用，或者自身疾病不需要联合用药。第五，药物剂量和

用法问题，指排除医生确认签字的需要超剂量用药的处方药

之外，用药次数、给药途径、药物浓度和疗程不符合的情况。

第六，药物配伍禁忌，指注射剂溶媒或药物配伍禁忌。 

（5）效果评价。结合门诊处方点评的结果，基于医院

处方点评管理规范总结、分析原因并提出整改建议，降低同

类问题的发生率。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门诊处方用药情况、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

况、处方不合理情况[6-7]。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4.0 对两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的表示方法为率（%）；计量资料的表示方法为（ sx  ）。

最终以 P＜0.05 为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门诊处方用药情况 

观察组的药品通用处方名和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处方用

药情况均高于对照组，抗菌药物使用处方使用情况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2 对比两组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况 

观察组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况均低于对照组，差异较

大，且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2.3 对比两组处方不合理情况 

观察组的处方不合理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 3。 

表 1  对比两组门诊处方用药情况[例，（%）] 

组别 例数 药品通用处方名 抗菌药物使用处方 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处方 

对照组 120 87（72.50） 89（74.17） 87（72.50） 

观察组 120 104（86.67） 64（53.33） 106（88.33） 

 2x 值 - 7.411 11.269 9.551 

P 值 - 0.006 0.001 0.002 

表 2  对比两组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况 

项目 对照组 观察组 
2 值 P 值 

未标明年龄 9（7.50） 2（1.67） 4.669 0.031 
前记 

临床诊断不规范 14（11.67） 3（2.50） 7.660 0.006 

未标明需要皮试 18（15.00） 2（1.67） 13.964 0.000 

修改处方未签名 10（8.33） 1（0.83） 7.717 0.005 正文 

药物用量超标 13（10.83） 2（1.67） 8.604 0.003 

医师签名不规范 9（7.50） 2（1.67） 4.669 0.031 
后记 

药师单独值班未双签 9（7.50） 1（0.83） 6.678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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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比两组处方不合理情况 

组别 例数 临床诊断与用药不符 用法用量错误 重复用药 用药禁忌 配伍禁忌 

对照组 120 32（26.67） 43（35.83） 15（12.50） 37（30.83） 41（34.17） 

观察组 120 10（8.33） 1（0.83） 2（1.67） 2（1.67） 6（5.00） 

 2x 值 - 13.968 49.091 10.699 37.504 32.411 

P 值 -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3 讨论 

为了提高治疗工资水平，医疗研究人员探索并分析了治

疗药物，推广了各类新型的药物，为提升我国疾病治疗的综

合能力提供充足的动力[8]。但是，临床治疗期间新药物越来

越多，其对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在此背景下医务

人员在用药期间不合理用药的问题比较常见，处方问题同样

有待解决。具体来说，处方包含的内容较多，常见的有医疗

机构病区有关的用药医嘱单，是医生给患者提供用药的书面

文件，也是药剂科人员对药品进行调配的依据，具有技术、

法律和经济责任。技术快速更新的今天，逐步增加了药物的

种类与品种，医生开具处方时受到多种问题的影响，从而导

致处方出错，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较大的威胁，还可能导

致各类矛盾的产生[9]。通常来说，处方常见的问题有几个：

一是药物用量不规范。若用药剂量不足，无法取得良好的用

药效果；若药剂量较大，浪费药材，还可能伤害患者的身体。

二是缺少诊断。部分医生开具处方完全凭借自身经验，并没

有结合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因此，规范的处方除了可以提

高医生对处方的重视之外还可以增强责任感，促进医院诊疗

能力不断提高，对患者病情好转的发生率具有促进作用。 

近年来抗生素的滥用问题深受社会各界的重视，在此背

景下加大力度管理药物处方是每个医务人员的任务和使命
[10-11]。药剂科是医院管理药物的重要科室，日常工作的合理

开展对科学应用相关药物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我国管

控工作的综合能力。本次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的药品通用

处方名和国家基本药物使用处方用药情况均高于对照组，抗

菌药物使用处方使用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观察组门诊处方不规范用药情况均低于对照组，差异较大，

且有统计学意义。表明药剂科处方可以有效降低临床诊断和

用药不符、用法用量错误的问题，提高门诊处方用药的规范

化水平。此外，观察组的处方不合理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药剂科处方点评的使用可以规范处方的

前记、正文和后文的书写，可能与药剂科处方点评期间使用

集体点评和平时点评的方法，促进医生更了解处方，确保处

方的准确性有关。王婷，孙健，白晓玲[12]的研究探讨门诊合

理用药中药剂科处方点评的影响，选择 400 张处方为观察对

象，对比实施前后的门诊处方用药、门诊处方不规范和合理

的情况，结果实施后可以有效降低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提高

门诊用药的规范性，确保门诊用药质量。可见，药剂科处方

点评的应用在降低不合理用药问题方面的效果较好，但是本

研究开展期间，受到研究时间方面的局限性，后续应拓宽研

究的范围，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有利的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门诊合理用药中药剂科处方点评的应用效果

较好，可以降低不合理用药，规范门诊用药，确保用药的质

量，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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