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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干预对医院临床药学工作的指导作用及其临床价值研究

吴亚娟

（长沙市中心医院药学部 湖南省 长沙 410018）

【摘要】：目的：探究药学干预在医院临床药学工作的指导作用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我院 2020年 4月至 2022年 4

月期间接受治疗的 120例病患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实施药学干预方法前后时间进行相应划分，把 2020年 4月至 2021

年 4月期间内未接受药学干预方法治疗的病患划分为对照组（数量为 60例），把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内接

受药学干预方法治疗的病患划分为实验组（数量为 60例）。对比两组的各项临床指标。结果：实验组患者满意度较高，

且在住院期间出现的不良事件及用药不合理状况发生率较低，组间数据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 0.05）。结论：药学干

预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可使患者受益，值得大面积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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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guiding role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pharmacy work in hospitals. Methods： For 120 patients treated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2， patients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1 （20）， and patients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6020）. The various clinical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 satisfa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unreasonable medication use during hospitalization was low，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 

＜0.05）. Conclusion：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has high clinical value and can benefit patients and deserves extensiv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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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干预是一种比较系统性的干预方案，其主要是通过

药师对药物处方的合理性进行评估，以此监督临床上的用药

情况，从源头上消除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情况，确保临床用药的

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安全性。药学干预可以帮助相关人员很

好地提升临床用药水准，对药学领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具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药学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药

学的发展 [1-2]。相关研究表明，药学干预可以帮助相关人员很

好地提升临床用药水准，对药学领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

其具有指导作用，而且药学干预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药学

的发展。相关研究表明，药学干预在药物信息收集、药物管

理、药物有效性、药物经济学以及用药安全性等多方面都有相

关应用 [3-5]。药学干预遵循药学理论，其研究方向主要为临床

药学的相关使用规律，其研究核心是药学治疗涉及到的合理

性、有效性以及安全性，其可以帮助病患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

发生概率，可以有效提升临床疗效。因此，临床用药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就是药学干预以及临床药学进行研究的目标 [6-8]。

药学干预对于临床药学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存在意义，为其提

供了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本次实验研究旨在对药学干预对

医院临床药学相关工作产生的指导作用以及临床价值进行探

讨和分析，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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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0年 4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接受治疗的

120例病患，把 2020年 4月至 2021年 4月期间应用药学干

预方法进行管理前的 60例接受治疗的病患划分为对照组，

把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4月期间应用药学干预方法进行管

理后的共 60例接受治疗的病患划分为实验组。其中，对照

组病患男性数量为 30例，女性数量为 30例，其年龄范围为

18～74岁，平均年龄约为 56岁。实验组病患男性数量为 32

例，女性数量为 28例，其年龄范围为 20～75岁，平均年龄约

为 54岁。两组病患在一般资料相关数据方面不存在比较差

异（P＞ 0.05）。

纳入标准：①两组病患都采用了药物治疗；②病患知晓

本次实验相关操作流程以及具体内容。

排除标准：①病患不遵医嘱，私自使用其他药物进行

治疗；②患精神类疾病，无法配合治疗；③正在参与其他试

验者。

1.2研究方法

在医院内部对药学干预相关管理进行积极推广，定期组

织药学管理学习研讨会，对院内药剂师开展干预药物方面知

识的相关培训，应用药学干预的相关原理，积极收集有关药物

应用的书籍，帮助相关人员对药物研究进行更好的评估，通过

对大量书籍或者文献的整理从中获得关于药物的经济性、安

全性以及疗效等的数据资料，客观评价药物在被合理使用的

情况下所产生的作用，然后把由此产生的评价作为这种药物

被应用在临床中的相关参考依据 [9-10]。临床药学有力地推动

了临床用药的发展，已经是其主要工具之一。在开展药学的

相关临床服务时，相关人员应该全面掌握干预方面的方法以

及思想，并且能够将这种干预方式合理科学地应用在相关临

床服务中，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出科学的用药方案，从而实现个

性化用药，同时也需要符合药品经济学的相关要求，不仅对病

患的疗效进行最大程度的保障，还要对病患接受治疗的成本

进行节省。在医院内部开展药学干预相关管理后，需要对医

院内部的药师进行定期培训，进而对医务人员现有的药学干

预思想进行进一步增强，确保医生可以根据药学干预思想对

病患科学合理的使用药物，进而帮助医务人员有效提升用药

的正确性以及精准度，使病患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1]。

1.3观察指标

①对病患应用药学干预方式进行治疗前后对于相关医务

人员用药方面的满意度进行观察和探讨，从药物的治疗效果

以及使用价值等多个方面展开评估，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不

满意、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该调查问卷需要病患依据自己的实

际身体状况进行认真地评估，相关人员需要对病患的问卷进

行统计以及分析，对其满意度进行计算和统计。②对相关医

务人员在使用药物方面出现的用药不合理状况进行记录和分

析，其主要包括用药重复、剂型不适、剂量错误以及忘记服药

等。③统计和分析两组病患在服用药物期间出现的不良反

应，其主要包括头晕、恶心、呕吐、皮疹、以及尿频等。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计数

资料用（x-±S）表示，采用 t检验，计量资料用率（%）表示，采

用卡方检验，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病患出现的不良反应对比分析

和对照组病患相比，实验组病患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要

相对较低（P＜ 0.05），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病患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头晕 恶心 呕吐 皮疹 尿频 发生率
对照组 60 3（5.00）3（5.00）1（1.67）1（1.67）1（1.67）9（15.00）
实验组 60 1（1.67）0（1.67）0（0.00）1（1.67）1（1.67）3（5.00）
X2值 3.33
P值 0.068

2.2两组病患出现用药不合理状况发生率比较

和对照组病患相比，实验组病患出现用药不合理状况的

发生率要相对较低（P＜ 0.05），具体数据见表 2。



—  11 —

2022年 11月  第 41期 论 著饮食保健

表 2  两组病患出现用药不合理状况的发生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用药重

复

剂型不

适

剂量错

误

忘记服

药
发生率

对照组 60 4（6.67） 0（0.00） 2（3.33） 4（6.67） 10（16.67）
实验组 60 1（1.67） 0（0.00） 0（0.00） 1（1.67） 2（3.33）
X2值 5.926
P值 0.015

2.3两组病患接受治疗后的满意度对比分析

和对照组病患相比，实验组病患接受治疗后的满意度要

相对较高（P＜ 0.05），具体数据见表 3。
表 3   两组病患接受治疗后的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率

（%）
对照组 60 8 37 15 52（86.67）
实验组 60 2 30 28 58（96.67）
X2值 3.927
P值 0.048

3 讨论

药学干预运用科学合理化的思维为病患配置药物，能有

效促进药物的合理化使用，使得病患在接受药物进行治疗的

同时进一步提升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以及适当性

[12-13]。

本次研究对药学干预的指导作用以及临床价值开展了研

究。结果表明，临床药学干预方法，可以帮助药剂师通过查房

以及诊治活动对病患临床状况以及相关用药情况进行全面了

解，对病患在用药期间发生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从而有效解

决出现的用药重复、剂型不适以及剂量错误等不良问题，帮助

病患降低多种用药风险，有效提升了药物使用的安全性 [14-16]。

3.1指导药物制剂相关研究的发展

在药物研制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研究的进展 [17]。从当前情况来看，药物相关标准的拟定

多以常规水平或临床经验进行制定，但该制定方式缺乏科学

性。由于当下药物市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造成产品存在质

量问题，加大了用药的安全隐患 [18]。为进一步提升疾病治疗

效果，确保药物质量，相关人员应制定科学的药物质量评价标

准，整治复杂的市场环境，提升药物质量。按照药学干预的规

则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全面分析，以更好地促进药物制剂的

发展以及变革。

3.2指导药物临床实验的发展

综合分析系统评价原则以及临床对照实验原则是对药学

干预进行研究的基础。前者主要对中介实验的相关结论进行

探讨和分析，后者可以帮助相关人员对临床实验进行规范以

及指导。若想获得客观的研究结论，就必须严格落实临床实

验管理规范，对药学干预进行制约，最大程度上确保药物评价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实施临床试验中，应秉承药学干预有

关原则，遵循重复、对照、随机以及盲法等多种准则，进一步提

高其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使得临床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

力和准确性。

3.3指导中西医的联合用药

在药物的疗效、药动力学等方面对中药和西药进行调配

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如中西药的联合使用会提升治疗效果、

降低毒副反应发生率。中药注射剂注射入病患体内后，见效

比较快，并且具有比较高的生物利用度，是一种我国特有的

药物制剂。该注射剂被大范围地应用在临床治疗中，也面临

了较高的用药风险，主要原因是中药自身具有的成分较为复

杂且难以掌控，与其他药物进行联合使用的可控性值得关注

[19]。因此，掌握药学干预的特点，对药物进行合理搭配，通过

开展调研活动与临床实验，精准掌握药品的毒理、药动力学等

信息，进而正确合理的评估药物搭配使用的可行性。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药物使用安全性成为人们

关注的重点内容。临床药师应该从病患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

了解具体临床需求，将患者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及时

归纳整理最新出现的临床证据，对治疗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类

问题采取科学有效的解决措施，努力提升病患对临床治疗的

满意度 [20]。本次实验研究表明，在应用药学干预方法对病患

进行治疗后，患者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且在患者住院治疗

期间，用药不合理现象发生率也明显降低，安全性得到有效改

善，上述结果均表明药学干预在临床实践中具有重要价值。

在本次研究中，我院通过一系列药学干预，取得了可喜可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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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这使得临床药师提高了对用药安全观念的重视，提升了

我院的合理用药水平，但一些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都需要我们

加强相关措施的落实，强化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医师的用药

意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而达到合理用药的目的 [21]。

总而言之，药学干预在疾病治疗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

令患者受益，同时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有效避免药

物不良反应。此外，药学干预还能够帮助医务人员提升药学

干预的意识和能力，降低出现用药不良事件的概率，具有较高

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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