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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高危药品的管理与用药安全性探讨
潘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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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药房高危药品的管理与用药安全性。方法:选择 200 例在药房使用高危药品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

别使用常规管理和高危药品管理。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投诉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较低,不合理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较
低,患者满意率较高,差异较大(P<0.05)。结论:在药房中对患者使用高危药品加强管理,可以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投诉率,提高
用药安全性,降低不合理用药发生率、风险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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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危药品是指具有高风险或者高警讯的药物[1]。在应用高
危药品过程中很容易发生风险事件,对患者身体造成损伤[2]。
加强高危药品的管理,有利于提高用药安全性,保证药房服务质
量,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率。本文以 200 例患者为样本,分析药房
高危药品的管理与用药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 例在药房使用高危药品的患者为
研究样本,随机分为两组。实验组:男 55 例、女 45 例,年龄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78 岁,平均(43.25±1.71)岁。对照组:男 57 例、女 43
例,年龄最小的 5 岁,最大的 77 岁,平均(42.85±1.95)岁。

1.2 方法 在对照组中使用常规管理,根据高危药品的
特点,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在实验组中使用加强高危药品
管理。(1)对管理药品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增强管理工作
的责任感,端正工作态度,提高对高危药品管理重要性认识,提
高应急处理能力,优化工作质量。在培训中,讲解具体的用药
情况、药品目录、正确用药方法、禁忌证和适应证等,及时处理
不良情况,提高用药安全性。(2)高危药品管理人员在验收药
品时,要严格执行药品验收制度,保证药品质量,及时处理不合
格的药品,否则追究负责人的责任。禁止检测报告不合格以及
三无药品流入医院,对相关药坚持执行返回厂家的处理。(3)
在高危药品管理中,应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档案,分类统计
急救药品、高危药品和基础药品,保证药品的信息正确,杜绝药
品发放差错[3]。加强药品信息化管理,可以减少管理人员的工
作量,限制部分药品的发放权限。(4)在存放药品过程中,要保
证药品具有足够的空间,将各种药品的种类分开,确定数量,并
使用分层隔离的方法保存。对具有特殊保存条件的药品,进行
遮光、冷藏,标识好药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避免药品发生过
期的情况。对于药品的使用方法、使用剂量、适应证、禁忌证以
及各种毒副作用,要详细标识[4]。(5)在用药管理中,要完善管
理制度,在规定时间内,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使用药品,掌握药
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控制使用剂量,保证用药的安全性。统计
以及调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情况,并进行分析、汇总。

1.3 观察标准 观察两组的投诉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
率,不合理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患者满意率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2.0 软件分析统计,计数
资料为[n(%)],χ2检验;计量资料为(x ±s),予以 t 检验。P
<0.05,那么差别较大。
2 结果

2.1 两组的投诉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情况 对照组
投诉率达到 6.00%,风险事件发生率达到 7.00%;实验组投诉
率达到 0.00%,风险事件发生率达到 1.00%;差异较大(P <
0.05)。

表 1 两组的投诉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情况

组别 例数 风险事件发生率 投诉率

实验组 100 1(1.00%) 0(0.00%)
对照组 100 7(7.00%) 6(6.00%)
χ2值 7.896 7.086
P 值 <0.05 <0.05

  2.2 两组的不合理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情况 对照
组不合理用药率达到 3 1.00%,不良反应发生率达到 20.00%;
实验组不 合 理 用 药 率 达 到 10.00%,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达 到
5.00%;差异较大(P<0.05)。

表 2 两组的不合理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情况

组别 例数 不良反应发生率 不合理用药发生率

实验组 100 5(5.00%) 10(10.00%)
对照组 100 20(20.00%) 31(31.00%)
χ2值 1 3.789 1 6.229
P 值 <0.05 <0.05

  2.3 两组的患者满意率的情况 两组的患者满意率相
比,差异较大(P<0.05)。

表 3 两组的患者满意率的情况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实验组 1 00 80(80.00%) 18(18.00%) 2(2.00%) 98.00%
对照组 1 00 5 2(52.00%) 29(29.00%) 1 9(1 9.00%) 81.00%
Χ2值 1 3.86 7
P 值 <0.05

3 讨论
在药房中要增进加强高危药品重要性认识,建立和健全管

理制度,不断完善管理办法,提高用药安全性[5];开展培训教
育,内容包括药品目录、正确用药方法、禁忌证以及适应证等,
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严格药品检测,及时处理不良
情况。加强药品质量识别,禁止不合格药品流入医院,降低风
险事件发生率。本文中选择 200 例在药房使用高危药品的患
者,使用加强高危药品管理的患者满意率高于使用常规药品管
理患者,患者的投诉率以及风险事件发生率较低,不合理用药、
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

综上所述,在药房中对患者使用高危药品加强管理,可以
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投诉率,提高用药安全性,降低不合理用
药发生率、风险事件发生率,提高患者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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