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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存在这些不合理用药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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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药物治疗的依赖程度

逐渐加深。然而，不合理用药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给患者

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还可能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那么，

您了解不合理用药吗？这些不合理用药现象您都知道吗？我

们又该怎样避免不合理用药呢？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

下关于不合理用药的一些知识吧。

一、不合理用药现象有哪些表现？

·药不对症

这是最常见的不合理用药现象之一。即使用了某种药物，

但是该药物并不针对患者所患的病症进行治疗，从而无法取

得预期的治疗效果，甚至会延误病情。

·超剂量用药

一些患者或家属在用药过程中往往擅自增加药物剂量，希

望能够更快地缓解症状或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然而，这种做

法不仅会加重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甚至可能导致药物中毒。

·重复用药

这种现象是指在使用某种药物时，未经过医生指导，同

时使用多种含有相同成分的药物，从而导致药物过量，对患

者造成损害。

·凭经验用药

一些患者或家属在用药过程中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或道

听途说来选择药物，而未经过医生的专业指导。这种做法容

易导致药物滥用和药物过敏等问题的发生。

二、引起不合理用药的原因是什么？

·药物原因

药物的品种和剂型会影响其正确使用。例如，某些药物存

在不同的剂型，如片剂、胶囊、注射液等，不同的剂型可能会

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从而影响药效。此外，一些药物的名

称和包装可能存在差异，容易造成混淆，导致不合理用药。

·医生原因

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

医生的诊断水平、对药物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患者的关注程

度等都会影响处方的准确性。此外，医生还可能会受到药品

回扣、医院考核指标等因素的干扰，从而过度使用药物。

·患者原因

患者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方法不当，也是引起不合理用

药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有些患者可能因为自身的不适症

状而随意更改药物剂量，或者听信网络传言而盲目使用药物，

这些都会影响治疗效果。

·政策原因

政府的医疗政策和医疗保险制度也会对药物使用产生影

响。例如，一些政策可能鼓励医生使用某种药物，或者将某

种药物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这些都可能增加该药物的不

合理使用。

三、不合理用药有什么危害？

·可能导致药品失效

在药品使用过程中，如果用量、用法不当，很可能会导

致药品失效，甚至引起不良反应。例如，抗生素类药物需要

在医生指导下足量使用，若用量不足则可能产生耐药性，用

量过多则可能引起毒副作用。

·可能导致药品错误使用

有些药物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如果使用不当，可

能会对患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例如，心脏病患者不宜使

用含有麻黄碱的感冒药，否则可能加重心脏负担。

·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医疗成本的增加

不合理的用药行为会使得药品浪费，增加药品库存积压，

而医疗资源的浪费最终又会转化为医疗成本的增加。这无疑

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四、如何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

·加强医生教育培训

提高医生的专业技能和医药知识是确保患者安全和有效

治疗的关键。医生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跟上医学领

域的发展和变化。以下是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提高医生的专

业技能和医药知识。比如可通过继续医学教育、加大临床实

践力度、专家专业组织及加强自我学习等途径，培养医生的

实践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以帮助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通过不断提高医生的专业技能和医药知

识，可以确保他们在开具处方时能够更加严谨、科学地考虑

患者的实际情况，从而提供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增强患者用药意识

提高患者的用药意识对于确保患者的安全和合理用药至

关重要。比如可通过科普宣传、教育讲座、组织社区和学校

活动、为患者发放教育手册等形式来提高患者的用药意识，

使其了解合理用药的重要性，避免盲目追求疗效而忽视药物

副作用，这将有助于确保患者的安全和有效治疗，同时也有

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健康事业发展。

·严格药品流通监管

加强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对于确保药品质量和公众

健康意义重大，可通过建立药品追溯体系、强化药品经营许

可制度、加强药品流通环节的日常监管、建立药品召回制度、

完善药品执法机制等途径，完善相关制度，确保药品质量可靠，

是维护公众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

监管力度，提高药品流通环节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才能更好

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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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医疗制度建设

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对合理用药的相关制度建设，包括制定

合理的用药规范、建立严格的处方审核机制、加强临床药师队

伍建设等。同时，医疗机构还应该强化对不合理用药现象的监

管和惩处力度，确保医生在开具处方时能够遵循科学、安全、

有效和经济原则，避免滥用药物和不必要检查等情况的出现。

此外，医疗机构还可以通过开展培训和教育活动，提高医生的

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增强其合理用药的意识。总之，医

疗机构应该从多个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合理用药的管理体系和

工作机制，保障患者的健康权益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推行电子处方制度

实施电子处方制度确实可以有效地减少手工处方带来的

误差和不规范行为，提高处方的准确性和透明度，提高医疗

质量和安全水平。医疗机构应该积极推行电子处方制度，加

强对处方开具、审核、调配等环节的管理，确保患者用药安

全有效。同时，政府和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对电子处方制度

的支持和监管力度，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应用。

·加强临床药师配备

在医疗机构中增加临床药师岗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措，

因为临床药师在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药师能够协助医生制定合理用药方案、监测患者

用药情况、提供药学教育和培训服务、参与临床试验和研究。

增加临床药师岗位可以促进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水平的提升，

提高患者的药物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同时，临床药师还可以

为医疗团队提供专业的药学服务和支持，促进医疗质量的整

体提升。因此，我们鼓励医疗机构考虑增加临床药师岗位，

以更好地满足患者对合理用药的需求。

合理用药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应该引

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医生处方管理以

及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等措施，相信不合理用药现象一定能

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

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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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次的 X 线照射。在进行 X 线照射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被

照的身体部位、范围以及照射条件的精准度。对于不需要接

受投射的身体部位应该穿戴防护用品进行遮挡，例如铅围脖、

铅帽、铅眼镜、铅围裙、铅手套。

从孕妇角度而言，在怀孕时应当严格做好孕期的各项检

查，在怀孕 14-19 周时要做唐氏筛查，怀孕 22-26 周需要做四

维彩超产前排畸，有必要的情况下在孕 16-20 周做一个羊水穿

刺以及脐血分析，确认胎儿的实际发育情况，如果一旦发现胎

儿出现异常，就要及时终止妊娠，避免不必要的问题产生。

（四）工作人员加强自我保护

在进行 X 线照射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制

度的约束与规定，制定有效的 X 线辐射防护措施，正确进行 X

线检查工作的有关流程，不仅要对保健等相关条例进行认真

落实，同时还要对剂量做到定期的监测。从事放射线工作的

相关人员，处于工作环境中，要注重自我保护，穿戴铅围脖、

铅帽、铅眼镜、铅围裙、铅手套以及性腺防护等护具，同时

严格遵守防护原则，加强自我保护，保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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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的肺结核疾病。所以此时便必须对其有明显区分，明确

长时间咳嗽甚至清晨咳痰时，相应人群自身整体咳嗽症状是

否随时间推移缓慢加剧，且痰中是否有血丝甚至咳出血痰，

同时有无明显的持续发烧、呼吸困难等现象，若有上述现象

则表明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咽炎，而是肺结核早期症状。

针对日常生活作息期间出现胸闷以及胸痛等问题，且初

始为间歇性随时间推移成为持续性的也是肺结核早期症状的

表现。且女性在没有妇科疾病史或者怀孕的前提下，出现明

显的月经不调亦或停经也可考虑为肺结核早期症状，而男性

若出现没有预兆性的遗精则可考虑肺部出现病症。

肺结核早期预防

出现肺结核早期症状则主要以预防治疗为主，相应症状

人群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第一时间进行自检，并前往医院做全

面体检。生活工作期间做好个人生活环境的卫生清洁工作，

在结核病高发季节时按时服用预防药物，并在日常服用润肺

止血或者清热止痰等药物，饮食以清淡、补肺益气食材为主，

加强体育运动锻炼以增强身体对病毒细菌抵抗力等。继而有

效遏制肺结核早期症状的持续发展，长期关注身体状态，坚

持规律生活以消除肺结核早期症状，以此最大限度降低肺结

核发病率，使自身机体健康度和生活工作质量能够得到有效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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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316）；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68.33%（41/60），与观察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5389，P=0.0034）。

3　讨论

临床免疫检验是医学中鉴别和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根

据结果数据，可判断患者的病情程度，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

的治疗方案 [4]。研究证明，影响临床免疫检验质量不合格的

影响因素众多，如检验人员的专业素质、检验环境的温度、

湿度和干净程度等，在检验的全周期均有可能降低样本的检

验质量 [5]。本文结果显示，120 例质量不合格的样本中，检测

环境温度、湿度和标本自身质量是三大主要影响因素，占比

分别为 27.5%、25% 和 22.5%。同时，在检验前中后实施质量

控制对策的观察组样本，检验准确率高达 93.33%，与对照组

80% 相比，差异 P<0.05；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90%，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 P<0.05。由此可见，在临床免疫检验中，在检

验前、中、后等不同阶段实施针对性的质量控制对策，可显

著提升检验的准确性，推广应用的价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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