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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用药质询在临床药事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价值探究
田珍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河北廊坊 065001）

摘要：目的 探究临床药物管理工作当中应用合理用药质询的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 2021 年 1月 ～2021

年 12 月内接受治疗的患者 188 例作为试验组，并接受合理用药质询管理，选取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接受治疗的患者 188 例作为对照组，未接受合理用药质询管理。对比两组患者处方不合格率、药患

纠纷发生率、I类切口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率、中药注射剂合理应用率以及管理认可度。结果 试验组患者

I类切口抗菌药物使用合格率、中药注射剂使用合格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试验组患者出现诊断结果与处方不符、剂量异常、配伍禁忌等不合格处方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患者出现药患纠纷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患者管理认可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临床药事

管理工作当中应用合理用药质询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应用后临床用药安全性以及患者认可度得到有

效提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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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合理用药要求以药学理论作为基础，使用

药品时需要保证经济、适当、有效、安全的原则，

在保证安全用药的基础上合理应用药物，在与患者

经济条件相符的情况下有效应用药物。近些年，随

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药物推出速度不断加快，

临床一直以合理应用药物作为原则使用药物 [1]。随

着经济发展，合理用药越来越复杂，临床对药师的

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各大医疗机构

为有效提升合理用药落实程度，均在医院内部设立

用药咨询平台，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满足合理用药

的需求。多数患者及其家属对药物的了解大多来自

广告或者自身经验，并不了解药物具体使用方法、

药物特性、疗效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所以药

物咨询需求相对较大。

本研究旨在探究在临床药物管理中应用合理用

药质询的实际效果，选取 2020年及 2021年各 188

例患者进行分析，直接面对患者进行合理用药咨询，

解答患者疑惑，使合理、安全用药得到有效保证。

现对结果进行如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1年 1月 ～2021年 12月内接受治

疗的患者 188例作为试验组，并接受合理用药质询

管理，选取 2020年 1月 ～2020年 12月接受治疗的

患者 188例作为对照组，未接受合理用药质询管理。

对照组男性患者 110例，女性患者 78例；年龄范

围 22～69岁，平均（53.35±2.57）岁；其中 102例

呼吸系统疾病，65例消化系统疾病，21例泌尿系

统疾病。试验组男性患者 106例，女性患者 82例；

年龄范围 23～68岁，平均（53.80±2.35）岁；其中

96例呼吸系统疾病，68例消化系统疾病，24例泌

尿系统疾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药事管理方法进行临床药

事管理。

试验组患者接受合理用药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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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小组：由医院内部药事管理委员会

组织挑选医务科的药学专家成立药物质询小组。在

日常工作中，要求小组成员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

规范进行工作，坚持公正、公平的态度，对自身专

业知识和工作经验进行充分利用，认真审查医院各

个科室开具的用药处方，认真书写审查报告，并将

审查结果报给医院领导。

（2）建立健全质询管理机制：根据医院实际

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培训医务人员，将具体

的管理机制告知医务人员。以《药事管理办法》作

为指导构建质询管理小组，科室医生担任小组组长，

小组组织召开会议并评价各项事宜，根据医院实际

情况制定针对性管理方案，分类管理各类药物，明

确各个药物管理负责人，分别管理整个医院药物。

（3）加强药物质询管理：结合医院药事管理实

际情况开展质询会议，总结药物管理当中存在的纰漏

和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由专家评价并核实

临床药物使用情况，有效提升质询管理科学性，深入

剖析用药不合理之处，推测风险，提前预警。将所有

内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并在管理当中实行。

（4）核实结果：开展质询管理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寻找疏漏，做到查缺补漏，有效提升整体用药

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小组成员以提升自身知识水平

和管理水平作为基础评价各类药物的使用状况，制

定降尘机制，惩处不合规人员，有效提升临床用药

安全性，奖励合格用药成员，为临床医务工作者做

出榜样，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

情，增强临床用药安全系数。

（5）处罚不合理处方：①如果医务人员第一

次发生开具不合理处方，则需根据实际情况批评教

育，并作出罚款。②如果医务人员为第二次出现开

具不合理处方情况，则需要在医院每周会议上进行

通报批评，并且处罚双倍罚款。③如果医务人员为

第三次开具不合理处方，则需要在科室会议上对其

进行通报批评，处罚 3倍罚款，并且取消医务人员

开具处方的资格，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与考核，考核

合格之后才可继续开具处方。④如果医务人员因不

合理用药而导致临床出现医疗事故，则需要根据医

院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6）总结经验：定期组织小组开展交流会议，

对工作当中遇到的相关事宜进行总结，宣扬积极事

件，批评负面事件，并提出补救措施。质询管理属

于动态管理，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对各项经验进行总

结，并将其融入日常管理当中，提升管理经验，使

临床安全用药得到有效保证。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 I类切口抗菌药物使用合

格率、中药注射剂使用合格率。

（2）详细记录两组患者诊断结果与处方不符

合、剂量异常、配伍禁忌等不合格处方发生情况，

并对其进行统计和比较。

（3）比较两组患者药患纠纷发生率，主要包

括药品质量不符合要求、患者退药、药师失误。

（4）比较两组患者管理认可度。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

料以（ ±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

表示，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 I 类切口抗菌药物使用合格率、中

药注射剂使用合格率比较

试验组患者 I类切口抗菌药物使用合格率、中

药注射剂使用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 I 类切口抗菌药物使用合格率、中药注射剂使用

合格率比较 [n（%）]

组别 n
I 类切口抗菌药物

使用合格

中药注射剂

使用合格
试验组 188 176（93.62） 180（95.74）
对照组 188 156（82.98） 160（85.11）
χ2 10.296 12.288
P 0.001 0.000

2.2 两组患者不合格处方发生情况比较

试验组患者出现诊断结果与处方不符、剂量

异常、配伍禁忌等不合格处方发生率明显更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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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不合格处方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n
诊断结果与

处方不符
剂量异常 配伍禁忌 不合格率

试验组 188 8（4.26） 20（10.64）3（1.60） 31（16.49）
对照组 188 14（7.45） 34（18.09）8（4.26） 56（29.79）
χ2 9.347
P 0.002

2.3 两组患者药患纠纷发生率比较

试验组患者出现药患纠纷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药患纠纷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n
药品质量不

符合要求
患者退药 药师失误 合计

试验组 188 9（4.79） 0 1（0.53） 10（5.32）
对照组 188 24（12.77） 6（3.19） 8（4.26） 38（20.21）
χ2 18.724
P 0.000

2.4 两组患者管理认可度比较

试验组患者管理认可度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4。

表 4 两组患者管理认可度比较 [n（%）] 

组别 n 认可 比较认可 不认可 合计
试验组 188 72（38.30）74（39.36）42（22.34）146（77.66）
对照组 188 56（29.79）68（36.17）64（34.04）124（65.96）
χ2 6.359
P 0.012

3结论

本研究主要在临床开展合理用药质询，结合

医院实际情况及患者临床需求制定与实际相符合的

咨询方案。在开展用药质询过程中从多方面入手，

使临床合理用药咨询服务质量全方位提升。临床开

展合理用药咨询主要是通过药师对患者进行服务，

通过用药质询使患者重视用药安全程度得到有效提

升，帮助患者提升合理用药安全性，有效落实合理

用药。用药质询处设立之后还可有效帮助医师规范

用药，使医院内部药学服务质量有效提升。

经过本研究可知，试验组患者 I类切口抗菌药

物使用合格率、中药注射剂使用合格率明显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

患者出现诊断结果与处方不符、剂量异常、配伍禁

忌等不合格处方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患者出现药患纠

纷概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试验组患者管理认可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由此可知，医

院内部开展用药质询可有效使医院药师职业素质得

到提升，加深其药学知识掌握程度，帮助其养成良

好的职业道德。

医院内部开展合理用药管理之后，实际效果还

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检验，所以医院需要持续对该项

目进行推进。但是长时间、连贯性的保持合理用药

质询工作极易受到政策、人员变动等影响，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临床合理用药，因此，在医院内部进

行合理用药质询的时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政策，以适应新需求。除此之外，医院内部工作人

员还需对医院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

使医院药剂科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有效监管药物

开具处方和药物存放工作，降低用药安全隐患。

综上所述，临床药事管理过程中应用合理用药

质询取得了比较良好的临床效果，可有效提升临床

药师管理工作效率，提升患者用药安全知识掌握程

度，使临床安全性得到有效提升，还可使医师开具

处方有效性、安全性及合理性得到有效提升，提高

医院药师职业水平，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  王燕 .医院药事管理在临床药学服务的应用价值研究 [J].
中国社区医师 ,2022,38（3）:167-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