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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对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影响 

邱云菊  陈卓（通讯作者） 

（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医院  重庆九龙坡  400050） 

【摘  要】目的 分析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医院抗菌药管理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分析2023年4月一2024年4月在本院住院

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60名。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法，观察组采用临床药学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统计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以及抗菌药物应用强度、微生物标本送检率、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

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结果 观察组不合理使用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抗菌药物应用

强度、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医院抗菌药管理中能实现较好的临床效果，不合理使用情况较低，且

患者对抗菌药物依赖性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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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linical pharma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hospital antimicrobial 

management. Methods The review of April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the study objects，and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60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ly managed，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managed by the clinical pharma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tatistics of clinical unreasonable use of drugs，

antimicrobial application intensity，inspection rate of microbial specimens，utilization rate of surgical antibiotics and utilization 

rate of antibiotics for basic diseases. Results The unreasonable utiliz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the antimicrobial application intensity，surgical antimicrobial utilization rate 

and basic dise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microbial 

specimen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the difference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harma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an achieve good clinical effect in hospital antimicrobial management，the 

unreasonable use is low，and the dependence of patients on antibiotics is reduced. 

[Key words] clinical pharmac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antibacterial drugs；application strength；inspection rate of microbial 

specimens；antimicrobial usage rate 

 

引言 

抗菌药物泛指具有杀菌活性及抑菌活性的药物，一般是

指经化学合成法合成的类似物，或培养放射菌、细菌或真菌

等后获得的部分物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越来越受到临床的

重视，其不仅会对药效产生影响，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

应当规范、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并对抗菌药物滥用的现象

采取强制性的遏制与严惩。从本文医院信息化管理的角度对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进行分析，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我院住院患者 120 例为

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60 例和观察组 60 例。观察组患

者男 32 例，女 28 例；年龄 20 岁~40 岁，平均年龄（35.34

±2.62）岁；其中内科患者 38 例，外科患者 22 例。对照组

患者男 38 例，女 22 例；年龄 25 岁~48 岁，平均年龄（33.56

±3.53）岁；其中内科 36 例，外科 24 例。2 组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抗菌药管理方法，包括药学部门对处方

进行审核，完成审核后，进行配药与送药。 

观察组采用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管理：①适用准

备工作。引入临床药学管理系统后，对岗位进行调整，增加

病理学分析与处方审核的工作人员，减少药物配送工作人员

的数量。并对药师进行培训，保证药师能够熟练使用药学信

息管理系统。②院内药物信息统计。适用临床药学信息管理

系统后，对院内抗菌药情况进行统计，不仅统计药物的静态

情况，同时包括药物的动态流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统计不

合理用药情况，提示药师充分注意。③适用与调整。正式开

始适用后，处方进入系统，工作人员对处方进行病理学分析

与审核，若处方合理这则处方进入配药室，配药室工作人员

配药后完成工作。若处方不合理则返回主治医师处进行处

理。药师在具体适用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使用经验，总结工作

方法。而当患者发现问题时，则及时提示护士长与院内技术

部门，共同解决问题后，形成相应的问题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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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①对比分析 2 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②统计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临床中的不合理用药情况

具体包括：无适应证用药、不合理联用、选药不当及用法用

量不当等。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发生率=（无适应证用药例

数+不合理联用例数+选药不当例数+用法用量不当例数）/

总例数 X100.00%。 

③对比两组患者抗菌药物应用强度、微生物标本送检

率、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 X2 检验，P<0.05 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治疗相关指标 

观察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其中对照组合理用药 35 例，不合理手药 17

例；观察组合理用药 24 例，不合理用药 11 例。见表 1。 

表 1  2 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使用抗菌药物 使用率（%）

对照组 60 52 86.67 

观察组 60 35 58.33 

X2  4.581 12.079 

P  0.032 0.001 

2.2 两组护理人员抗生素药物不合理使用情况比较 

观察组在无适应证用药、不合理联用与用法用量不当等

不合理使用率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抗菌药物应用强度、微生物标本送检率、

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比较 

观察组抗菌药物应用强度、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基础

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微生物标本送检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 2  2 组患者不合理用药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无适应证用药 联合用药不当 药剂量不合理 给药时间错误 

对照组 17 4（23.35） 3（17.65） 5（29.41） 5（29.41） 

观察组 11 3（27.27） 1（9.09） 3（27.27） 4（36.36） 

X2  0.219 0.120 0.621 0.378 

P  0.826 0.904 0.5356 0.70 

表 3  两组患者抗菌药物应用强度、微生物标本送检率、手术抗菌药物便用率和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便用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抗菌药物应用强度 微生物标本送检率 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 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 

对照组 60 46（76.67） 17（28.33） 44（73.33） 26（43.33） 

观察组 60 31（51.67） 27（45.00） 29（48.33） 14（23.33） 

X2  8.410 4.427 8.082 6.473 

P  0.004 0.035 0.005 0.011 

3.讨论 

抗菌药是临床中常见的药物类型，临床中主要用于抗

菌、抑菌。但抗菌药容易使机体产生耐药性，且长期使用抗
岀菌药也容易导致机体遭受损伤。基于此，临床中提 了合理

使用抗菌药的要求。但由于临床用量较大，因而依靠常规管

理方法无法充分满足临床管理需求。而临床药学管理系统是

针对药学管理研发的一项临床管理系统。通过计算机系统替

代人工运算，在有效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情况下，合理分配

工作岗位，提升用药控制质量与效率。此外，临床药学信息

管理系统也可以增强对抗菌药物的动态管理，在引进系统管

理方式之前，限于人力资源因素，本院临床药师针对抗菌药

物管理统计工作，只能通过抽样统计的方式落实，每个月只

能进行 1~2 次。而基于管理系统，则可以依照不同科室的管

理需求，每周甚至每天均能加强管理，这不仅能够对患者应

用抗菌药物的情况进行实时跟踪，还能及时调整患者后续用

药方案，达到第一时间管理的效果。 

本研究针对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用于医院抗菌药管
岀理中的临床效果作 集中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不合

理使用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抗菌药物应用强度、

手术抗菌药物使用率和基础疾病抗菌药物使用率情况低于

对照组，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高于对照组（P<0.05），充分证

明了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的优势。说明在临床药学信息管

理系统的帮助下，医生在为患者用药时，患者的依从性有所

提升，医生也会结合患者的病情，为患者作为微生物标本培

养，同时基于送检结果，为患者正确选择的抗菌药物，避免
岀现滥用抗菌药物，提高患者耐药性的情况。患者对于抗菌

药物的依赖性也会有所下降，遵循医嘱正确用药，以达到更

好的预后效果。 

结语： 

临床药学信息管理系统帮助节省抗菌药管理工作人力，

抗菌药统计数据全面客观，实行抗菌药管理动态实时监控，

促 进了抗菌药管理的依从性，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有

效促进 抗菌药管理在医院的实施。目前，该系统仍存在部

分不足，比 如处方点评标准不够权威和严谨，处方点评不

能对在院患者 实施，对其他类型药物管理涉及较少等，有

待后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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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临床疗效可知，观察组经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干预的

总有效率为 94.87%，而参照组仅有 79.49%（P<0.05），说明

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可显著提高临床疗效。试分析原因如下：

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存在数千年历史底蕴，为中华民族健康事

业作出卓越贡献。其中，针刺穴位可调节机体神经信号传导，

改善微循环；中药熏洗可借助皮肤黏膜、汗腺、毛囊等进入

血脉经络，促进血液、淋巴液循环，向大脑皮层传递冲动信

号，减轻肌肉疲劳；推拿按摩可激活脊神经和交感神经，增

加神经兴奋性；穴位敷贴可调节脏腑功能，缓解肢体痉挛；

艾灸可通过温热效应、热辐射效应恢复受损的神经传递，有

利于后期的康复；耳穴压豆可疏通经络、活血镇痛[8]。由此

说明，医疗工作者借助脑卒中偏瘫患者个体差异性开展多元

化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有助于全面完善就医体验，符合患病

群体对自身健康的需求，临床疗效由此提高。 

研究发现，观察组运动功能、NIHSS、mRS 评分优于参

照组（P<0.05），说明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有助于改善患病群

体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一步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试分析

原因可能在于：中医护理适宜技术的药物熏洗可提升组织细

胞活力，借助热力、药力的双重作用活血养血、柔筋养阴，

加速止痛产物代谢，激活大脑相应区域功能的恢复，一方面

通过刺激温度感受器，减少肌梭兴奋性传导，另一方面加速

血液循环，减轻肌肉疲劳。对特定穴位予以针灸，有助于促

进脏腑功能恢复，进一步疏通经络、养血安神，在其基础上

联合推拿按摩，有利于改善肢体血液循环，避免肌肉骨骼失

用性萎缩。此外，中医护理适宜技术小组的成立，有助于全

面提高医疗工作者专业技能，进一步保障护理服务质量，改

善脑卒中偏瘫患者就医体验。临床主张依据患病主体的个体

差异性开展中医特色护理技术，重在疏通经络、活血化瘀，

肢体运动功能、生活自理能力由此得以改善。 

综上所述，在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期间，依据患者个

体差异性开展中医护理适宜技术，有助于改善神经功能缺

损程度，进一步提高肢体运动功能，增强生活自理能力，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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