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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事管理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 
价值与作用分析

赵 静

临朐县人民医院 山东 潍坊 262600

【摘要】目的：临床合理用药要求以药学理论为基础，安全、有效、经济、适当地使用药品，即临床合理用药要求在安

全的前提下，以有效的药物在尽可能保持经济性的情况下，适当使用药物。研究分析医院在用药过程中开展药事管理的临床

效果，并分析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本次研究对象为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于本院门诊进行药物治疗的 1200 例患者，

将其按照数字随机分组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n=600）患者门诊用药过程中进行常规管理，研究组（n=600）

患者门诊用药过程中实行药事管理，对比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用药满意度以及患者门诊用药费用，并

对两组对比结果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结果：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总概率为 1.66%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4.50%；

研究组患者用药满意度为 99.66%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93.50%；研究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用为（283.78±54.23）元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422.22±42.23）元，经对比分析，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临

床用药过程中，开展药事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进一步发挥药师的临床服务作用，进一步加强医院药事服务的管

理规范，严格管理过程，同时建立智能化药品管理体系、建立互联网药事服务体系、建立药事数据支撑体系、网络化临床药

学服务等先进药事管理体系，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用药满意度，降低临床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可见临床药事管理

应在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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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几年来，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地发展，临床上常用

的药物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临床用药中最为基础的合

理用药原则仍未改变，与此同时，随着临床对合理用药的要

求不断地提高，现代药学领域中药事管理已经成为新兴专业

之一 [1]。用药安全一直是临床中极为重视的问题。随着我国

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临床用药安全在医院药事管理中

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2]。关于用药安全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年

有相当多的患者因不合理使用药物而死亡，如现在抗生素的

滥用、抗肿瘤药物的滥用 [3]。有研究资料显示，不合理用药

可使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 10% ～ 20%。新的时代背

景下，合理用药的要求变得更为复杂，临床上患者使用药物

的合理性、安全性以及有效性能否得到保障皆与医院药事管

理效果息息相关，并且要求药师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素质和

职业道德素质。有研究资料显示，不合理用药可使患者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提升 10% ～ 20%。此外，不合理用药也是引

发医患纠纷的重要诱因。基于以上原因，加强临床合理用药

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尤其体现在长期用药的慢性疾病治疗

中。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12 月于本院门诊进行药物治疗

的 1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数字随机分组法进行

分组。对照组 600 例患者中，356 例为男性，244 例为女性，

该组患者中年龄最高者为 72 岁，最低者为 18 岁，患者平均

年龄（46.78±8.84）岁；研究组 600 例患者中，352 例为男性，

248 例为女性，该组患者中年龄最高者为 73 岁，年龄最低者

为 18 岁，患者平均年龄（45.89±9.12）岁。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本次研究对象的入选标准为：（1）对照组与研究组

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且两组患者均已签署研究知情同意

书；（2）两组患者均具备完善的临床资料；（3）两组患者

均为 18 岁以上具有独立认知能力的成年人；排除标准：（1）

合并认知障碍、沟通障碍、精神障碍，无法配合研究工作者；

（2）合并其他急性、恶性疾病者。经对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

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两组患者之间无明显差异（P ＜ 0.05），

可以进行研究对比。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门诊用药过程中进行常规管理。

1.2.2 研究组患者门诊用药过程中实行药事管理 主要

管理方法为：

1.2.2.1 坚持以人为本

医院从以行政干预与处罚为主的药事管理方式，转变为

坚持以人为本，从帮助临床医师更新专业知识、改变处方习

惯的角度出发，促进临床科学、合理用药，保障患者安全。（1）

宣传国家政策法规。定期开展药品相关法律法规、药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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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等培训，包括每月医疗例会组织学习，在总住院医师

岗前、新进医师入职等培训时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临床医生

法律意识，了解国家药物政策。（2）开展多形式合理用药培训。

结合目前合理用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如

每月、每季度开展院科两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抗菌药物科

学化管理培训、抗菌药物管理多学科培训等。（3）开展临床

科室药学管理沟通会。根据临床科室需求，由药事管理办公室、

药学部不定期到临床科室开展沟通交流会议，沟通内容包括

政策解读、近期该科室国家集采药品、基本药物、抗菌药物、

国家合理用药重点监控品种等使用情况，处方点评情况等。

1.2.2.2 发挥药师的临床服务作用

药师是临床药学服务开展的基础，传统药师一般只负责

药物管理，综合医院药事管理则要求药师在进行药事管理的

同时为患者提供临床药学服务。临床药师需加大对各科室临

床用药的检查和监管力度，注重特殊用药患者的用药状态变

化，发现患者身体出现较大变化时，及时上报，并与临床医

师沟通，调整用药计划。定期开展由临床药师主持的药学服

务知识讲座，讲解药物相关知识，如药品名称、常见不良反应、

服药治疗的重要性、常见药物的用法和用量等，并适当采用

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视频播放等形式提高患者的学习积极

性。

1.2.2.3 建立用药规范

医院在药事管理中建立可度量标准、指标或流程步骤等，

作为院内药事管理考核和评价的依据。结合医院药事管理中

发现的问题，针对重点药品、重点病种、重点科室，根据临

床应用指导原则、临床路径、临床诊疗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等，

由药事管理办公室组织临床药师和临床医师共同建立医院相

关合理用药规范并及时更新。包括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

规范、各专科抗菌药物用药规范、国家合理用药重点监控品种、

医院辅助用药目录中药品的药物临床价值评价标准等。

1.2.2.4 加强过程管理，持续改进合理用药

（1）对于药事管理目标完成情况不佳的科室，调取药品

使用明细及清单进行分析，开展药品、科室、医师处方专项

点评，深入分析用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改进意见。

（2）持续追踪处方点评改进情况。利用移动办公软件建立合

理用药实时反馈功能，实现处方点评工作小组与临床医师的

高效联系与沟通。（3）提升药品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每月将

医师的门诊次均药费、国家集中采购品种完成情况上传到移

动办公软件个人医疗数据供临床医师本人查询。（4）基于预

防为主，实时提醒原则，梳理抗菌药物管理的重点环节，与

第三方公司建立抗菌药物管理平台。针对医院感染、耐药菌、

预防用药、联合用药、超剂量、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停药、

会诊及培养等重点环节，从医院 HIS 系统中提取不同信息，

通过一定的判断规则发出相应提醒。（5）启用“系统预审 +

药师复审”前置审方平台。医生开具处方后系统实时自动预审，

通过预审的处方进入收费及调配环节；未通过预审的处方，

实时传输至审方药师工作端，审方药师根据 HIS 系统传输的

患者资料再次审核处方。

1.2.2.5 网络化临床药学服务

全面推行电子处方系统，临床药师通过该系统进行药品

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开放电子处方系统的部分权限，

使患者也能通过该系统与药师沟通，直接、快捷地获取相关

的药学服务信息。药师通过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向患者提

供药学服务，患者在药物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和疑问可通过

平台向药师咨询；设立热线电话，患者用药过程中遇到问题，

且不能使用微信平台的情况下可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科室根

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安排临床药师值班回复患者提问，避免患

者乱服药、过量服药导致的药物不良反应。

1.2.2.6 建立药事数据支撑体系

基于大数据中心的用药管理主题数据，本院自主开发合

理用药电子预警平台，整合医疗行为监测数据、防统方数据、

合理用药数据及药品采供销数据，并进行全景分析，为相关

部门对临床用药数据进行分析和质控提供支撑。利用开源

ETL 工具 Kettle 对全院药品相关数据进行采集、清洗，汇聚

到药品中间库，为各类药品点评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如基药

点评、辅助用药审批点评、质子泵抑制剂点评、合理用药考核、

“双师”点评、白蛋白点评和激素点评等。

1.2.2.7 建立互联网药事服务体系

近几年，本院积极开展互联网 + 医疗服务，取得了显著

成果。在药事服务方面，积极借助互联网向外延伸服务：通

过微信公众号将用药指导推送给患者，以通俗易懂的描述告

知患者如何服药；利用医院公众号定期进行药学名医直播，

为广大民众开展合理用药科普讲座；整合医院药师团队，开

通线上药物咨询，为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药物咨询服务；开

展互联网审方业务，建设互联网处方流转平台，医院的药师

参与处方审核环节，让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药品安全到

家的服务。

1.2.2.8 建立智能化药品管理体系

1.2.2.8.1 药品供应链管理系统

为规范采购入库流程，避免差错，减轻药库人员工作量，

本院自主开发了药品供应链管理系统。该系统的上线，大大

减轻了药库管理人员采购和入库的工作量，避免了入库差错、

采购计划不科学、与供应商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

1.2.2.8.2 门诊智能发药系统

为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缩短患者从缴费到取药的等待时

间，本院设计开发了门诊智能发药系统。门诊智能发药系统

有效解决了药筐堆积难找、发错患者等问题，起到辅助配发药、

提高效率、方便药师的作用，使发药环节工作流程更加流畅。

1.2.2.8.3 住院分包机

住院分包机中的每种药品都有唯一识别码，并且对应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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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容器。系统依据条形码进行识别，使药品管理更加科学，

保障了患者的用药安全 [4]，有效减轻了住院药房的工作量，

降低了人工摆药的差错率。

1.2.2.8.4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

医院建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把原来分散在各临床科室

的液体配置工作，集中到统一的场所进行管理。静脉用药调

配中心的设立，大大减轻了护士配液的工作量，使其有更多

的时间进行临床护理工作。同时，液体配置工作由专人在封

闭且清洁的环境中进行，提高了患者用药质量，保证了患者

用药安全。

1.3 观察指标

1.3.1 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比分析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消化系统不良反应、肝脏

毒性反应、泌尿系统不良反应、神经系统反应、造血系统反应、

循环系统反应、变态反应、特异质反应以及药物依赖等不良

反应的发生概率。

1.3.2 用药满意度

采用医院自制量表对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用药满意度

进行对比分析。非常满意：药物治疗效果显著，对服务态度

非常满意；满意：药物治疗有一定效果，对服务态度满意；

不满意：药物治疗无效，且认为服务态度一般或较差。用药

总体满意度为：非常满意患者例数与满意患者例数之和除以

总例数乘以 100%。

1.3.3 门诊用药费用

对比分析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门诊用药费用。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相关研究数据录入统计学软件

SPSS21.0，进行对比分析，计量资料的表示用（x±s），组间

的比较用 t、χ2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用百分比（%），P ＜ 0.05

表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  结果

2.1 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概率对比

经对比，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总概率为 1.66%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4.50%，统计学意义成立（P ＜ 0.05）。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n（%）]

研究组（n=600） 对照组（n=600） χ2 P

消化系统反应 3（0.50%） 7（1.16%）

肝脏毒性反应 0（0.00%） 2（0.33%）

泌尿系统反应 2（0.33%） 6（1.00%）

神经系统反应 0（0.00%） 1（0.10%）

造血系统反应 0（0.00%） 0（0.00%）

循环系统反应 3（0.5%） 4（0.66%）

变态反应 2（0.33%） 7（1.16%）

特异质反应 0（0.00%） 0（0.00%）

药物依赖 0（0.00%） 0（0.00%）

总发生率 10（1.66%） 27（4.50%） 8.059 ＜ 0.05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用药满意度对比

经对比，研究组患者用药满意度为 99.66% 显著高于对照

组患者的 93.50%，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用药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600 462（77.00%） 136（22.66%） 2（0.33%） 598（99.66%）

对照组 600 433(72.16%) 128(21.33%) 39（6.50%） 561（93.50%）

χ2 34.571

P P ＜ 0.05

2.3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门诊用药费用对比

研究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用为（283.78±54.23）元，

对照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用为（422.22±42.23）元，经对比，

研究组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药物是临床患者治疗中的重要一环，安全有效地开展药

物治疗是患者痊愈的关键，但是在药物应用的过程中仍存在

较多问题：

3.1 药品购进隐患大

根据《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医院药品处方集和基

本用药供应目录由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制订，但有

些民营中医院药品处方集和目录部分均流于形式，药品随意

更换，药品遴选实际由医院经营管理层决定。药品采购验收

制度流程不健全，供应商和药品资质证照不全，审核不严。

由于非公立医院可不通过网上集中采购药品，部分民营中医

院选用了当地大部分医院、药店没有的药品和供应渠道，以

防患者流失，造成了较大药品安全隐患。

3.2 中医药专业的特殊性

中医院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其医院药事管理比其他医院

有不同要求，《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中药处方格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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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规范》《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对中医药

专业人员资质、处方规范、处方点评、药品名称、业务范围

许可等有专门的要求和规定。然而，很多医院均对相关政策

法规不熟悉、不了解，少有做得规范、符合要求的，以致中

医药的特色发挥和应用存在风险和安全隐患。

3.3 专业人员培训不足，对政策缺乏了解

民营中医院的院内外培训、学术交流、社团任职等较少，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的继续教育等无硬性要求，再加上药学从

业人员多为刚毕业的学生和退休人员，自身对相关的政策法

规、行业动态、业务发展等知悉甚少，影响了医院药学的发展。

3.4 监督管理存在瑕疵

医院药学监督具有特殊性，如药品质量、安全、药品不

良反应上报、中药配方颗粒业务范围许可等由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药品使用、处方、人员资质、抗菌药物、终止妊

娠、毒麻精放特殊药品、中医药专业等由卫生（中医药）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2 个监督部门依法各自监管其范围内的医院

药学，存在监管内容交叉重叠情况，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执法人员中缺乏药学专业基础，卫生监督的执法人员具备药

学专业技术资格的占比不足 8.19%，药品监督的执法人员占比

为 13.00%，且对医院临床知识缺乏，这些均对医院药学的监

督管理质量有一定影响，间接导致民营中医院对药学管理制

度重视不够。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总概

率为 1.66%，对照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为 4.50%，研

究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概率低于对照组（P ＜ 0.05）。

由此可见，临床用药过程中建立严格的用药规范，采用现代

化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药物管理，能够显著降低临床患者用

药过程中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

研究组患者用药满意度为 99.66%，对照组患者的用药满

意度为93.50%，研究组患者用药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由此可见，临床上开展药事管理，能够更好地应用药物，随

着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药物更新换代速度也在不断提

升，开展药事管理能够更快地将新型药物应用于患者，有助

于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且临床药事管理的开展，促进了药

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对提升患者的用药满意度有显著

意义。

研究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用为（283.78±54.23）元，

对照组患者门诊平均用药费用为（422.22±42.23）元，研究

组高于对照组（P ＜ 0.05）。由此可见，通过药事管理，充分

发挥药师在临床上的作用，通过药师对门诊及各科医生用药

情况的进一步监督，对患者用药方式，时间等进行进一步指导，

并及时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在有新型药品上市时，能够及

时应用在临床上，对降低患者治疗费用也有着显著意义。

综上所述，药物是患者战胜疾病的重要武器之一，但是

在药物应用的过程中药物不良反应的出现，不但影响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还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有着严重的威胁 [4]。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通过开展药事管理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发

生率有明显下降，用药满意度提升明显，且患者的门诊用药

费用也显著降低，其原因可能是综合医院药事管理方法中药

师通过讲座、设立咨询平台等方式开展临床药学服务，患者

能通过多种渠道了解药物使用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患者对药物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5-6]。另外，医院药事管理

组织结构的优化也从制度上、组织结构上加强了对药师的管

理，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提高了药事管理质量，提高了药

师的药学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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