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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临床 

临床药学指导对临床用药合理性的影响效果评价 

陈明亮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中医医院） 

【摘  要】目的：探讨临床药学指导对临床用药合理性的影响效果。方法：选择2022年1月-6月（未开展临床药学指导）于我院就

诊的患者100例为对照组，选择2022年7月-12月（开展临床药学指导）于我院就诊的患者100例为观察组。观察两组患者

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以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对比两组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观察组为8.00%低于对照组的

28.00%（P＜0.05）。对比用药总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为4.00%低于对照组的18.00%（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结论：临床药学指导对临床用药合理性的影响效果显著，降低用药处方不合理情况发生率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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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linical pharmacy guidance on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medication 

Chen Mingliang 

Xian'an Distri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Xianning City，Hubei Province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linical pharmacy guidance on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medication. Method：100 patient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2（without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guidance）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and 100 patient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22（with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guidance）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Observe the irrational use of drugs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Comparing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drugs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8.00%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28.00%（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4.00%，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s 18.00%（P<0.05），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Clinical 

pharmacy guid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medication，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unreasonable 

medication prescriptions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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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我国医疗行业不断有了质的飞跃以及提升，临

床治疗药物种类不断变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患者身心

健康，延长存在期限。但是因为有些药物之间药效相似、名

称相似等原因，导致患者错误用药、剂量错误等，使得不合

理用药问题层出不穷，影响治疗效果[1-2]。因此，在药物治疗

期间，实施合理有效的临床妖药学指导，能够保障患者用药

安全，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探讨临床药学指导对临

床用药合理性的影响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2 年 1 月-6 月（未 展临床药学指导）于我院

就诊的患者 100 例为对照组，男性患者 50 例，女性患者 50

例，年龄 22～60 岁，平均年龄（41.02±3.43）岁。选择 2022

年 7 月-12 月（ 展临床药学指导）于我院就诊的患者 100

例为观察组，男性患者 50 例，女性患者 50 例，年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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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平均年龄（41.08±3.45）岁。比较一般资料（P＞0.05）。 

1.2 方法 

临床药学指导。（1）在制定药方时，药师需要和医护人

员共同参与查房，掌握患者病情好转程度，为其量身定制一

份科学有效的用药指导方案，同时告知患者合理用药，认真

听从医嘱。患者服药期间，若是期间存在不合理之处，药师

及时纠正，且做好相关记录，从而改善药物治疗效果，同时

给患者建立用药档案，记录患者既往用药史，并且予以有效

分析，给后续合理用药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减少错误用药

现象出现。（2）药师根据患者用药情况，提供合理的用药建

议，让患者意识到合理用药的重要性，培养患者合理用药的

良好习惯。告知患者每种药物的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确保

药物安全使用。护理人员主动和患者交流沟通，掌握患者用

药情况，若是出现不良反应及时改善。（3）药师根据患者用

药血药浓度，活性代谢药物使用情况，合理安排用药方案。

对于使用环孢素 A 出现头晕，手脚发抖等患者，药师需要

掌握患者病史，避免泛滥用药情况出现，积极控制药物浓度。

药师掌握患者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定时做好统计概率，以此

及时发现用药问题且采取合理解决措施。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以及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率。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χ2 检验，采用 n

（%）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行 t 检验，采用（ sx  ）

表示，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两组患者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 

对比两组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观察组为 8.00%低于对

照组的 28.00%（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两组患者用药处方不合理情况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重复用药（n） 用法用量不当（n） 药物配伍不合理（n）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2 1 1 8.00 

对照组 50 4 6 4 28.00 

X2    8.110 

P    0.009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用药总不良反应发生率，观察组为 4.00%低于对照

组的 18.00%（P＜0.05），见表 2。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n，%） 

组别 例数 皮疹（n） 恶心呕吐（n） 过敏性休克（n） 总发生率（%） 

观察组 50 1 1 0 4.00 

对照组 50 3 3 3 18.00 

X2    11.558 

P    0.010 

3.讨论 

迄今为止，各个医院依旧存在不合理用药问题，影响患

者机体康复效果，损害医院形象。因此，需要采取合理有效

的解决措施改善处方用药不合理问题，要求临床医生严格要

求自己的同时，离不 药师的药学干预，合理 具处方，从

而确保安全用药，减少用药不良反应出现。随着生物心理社

会现代医学模式的提出，人们在高度重视自身健康问题的同

时，还对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同样予以关注[3-4]。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 始关注如何治未病，未病先防，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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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变。为了满足众人的需求，各个医院提出相应的用药指导

政策，给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用药服务以及指导。药学服务

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措施，涵盖药物服务、药物经济学、药物

因素相互作用，药物利用等，核心在于保障药物合理使用期

间，保障用药安全性，该服务模式是指药师借助自身所学知

识以及临床用药经验，给患者提供直接的、负责的药学指导

工作，其目的是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实惠性，

使得生活水平得以提升[5-6]。完善药学服务系统，能够为药师

临床合理用药指导提供众多有效信息，是对常规的医、药、

护三位一体的医疗服务的补充，可有效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提高患者对药物服务满意度[7-8]。 

本研究显示，对比两组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观察组为

8.00%低于对照组的 28.00%（P＜0.05）。对比用药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观察组为 4.00%低于对照组的 18.00%（P＜0.05），

通过本次研究可以看出采取临床药学指导，利于改善临床不

合理用药情况，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分析原因，该指导方

案药师全程参与进患者用药指导，给患者提供药物用法用

量，用途的合理指导，从而保障用药的合理性以及安全性，

且在药师指导下，能够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出现。高度重视药

物咨询服务，及时患者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状态，获得患者

工作上的支持，提高配合度，在药物动力学指导下，优化患

者用药方案，进一步减少患者不合理用药发生[9-10]。此外，

临床药学指导可提升医院整体服务水平，促进医院可持续发

展，树立良好形象。 

综上所述，临床药学指导对临床用药合理性的影响效果

显著，降低用药处方不合理情况发生率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

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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