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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药剂科管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

顾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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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加强药剂科管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方法　选取 2021 年 5 月 -2022 年 5 月我院药剂科管理

的住院医嘱 510 张为对照组，提供常规管理，选取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6 月我院药剂科管理的住院医嘱 510 张为观察组，提供

加强管理，对比两组管理效果。结果　两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进行比较，观察组药物金额更低，满意度更高，数值对比存在意

义（P ＜ 0.05）；两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进行比较，观察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更低，数值对比存在意义（P
＜ 0.05）。结论　加强药剂科管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效果显著，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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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继而对医院的要求也相应提升，为了提升医院整体医

疗水平，针对性整改是非常必要的；药剂科作为医院重要的

科室，也是医院采购药物、储存药物和发放药物的地方，对

其进行加强管理，能提升药剂科的整体医疗水平，继而提升

医院的医疗水平，更好为患者服务 [1]。为探讨加强药剂科管

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21 年 5 月 -2022 年 5 月我院药剂科管理的住院医

嘱 510 张为对照组，提供常规管理，选取 2022 年 6 月 -2023

年 6 月我院药剂科管理的住院医嘱 510 张为观察组，提供加

强管理，基本资料（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提供常规管理，根据以往的管理方式，未进行改变，

继续管理。

观察组提供加强管理，内容：①定期对药剂科的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和考核，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自身职业素养，让其

掌握抗菌药物相关的最新信息，将自身工作做好。②医院在采

购抗菌药物时，应严格根据相应标准进行操作，三级医院采

购的抗菌药物品种不能超 35 种，通用名相同的口服药物和注

射型药物，不能超两种；常见抗生素，三代和四代头孢类药物，

种类不能超 5 个；抗菌药物在使用时，严格根据其使用标准

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合理使用。③为了避免滥用抗菌药物，

降低病原菌耐药性，药剂科工作人员应和检验科工作人员进

行联合，让检验科工作人员做好病原菌的耐药性分析和了解，

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④药剂科的工作人员在进行配药与发

药时，应做好抗菌药物的种类和数量统计分析，根据实际情

况，做好与临床医师联系工作，一起探索药物的合理使用，

提升合理性，在为患者用药时，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反应，

一旦在用药后，患者出现异常，应及时停药，为患者做好检查，

让患者用到有效和节省药物；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详细记录好两组患者药物金额的数值。（2）针对两

组满意情况，选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分数在0分-100分，

问卷所得分数越高，表明其满意度越高，问卷所得分数越低，

说明其满意度越低。（3）针对两组抗菌药物的使用和问题发

生情况，做好详细的记录。

1.4 统计分析

将数据输入 SPSS20.0 中进行系统分析，药物金额及满意

度用 (χ±s) 表示，用 t 检验，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

用n/%进行表示，用 χ2 检验，P值＜0.05，数据存在比较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

两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进行比较，观察组药物金额更低，

满意度更高，数值对比存在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两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 (χ±s)
组别 药物金额（元） 满意度（分）

观察组 (n=510) 70.12±11.32 95.64±1.21
对照组 (n=510) 91.26±18.54 81.75±1.52

t 值 8.654 7.958
P 值 ＜ 0.05 ＜ 0.05

2.2 两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情况

两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进行比较，观察组抗

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更低，数值对比存在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两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情况（n/%）

组别 例数 抗菌药物应用率 问题发生率

观察组 510 25（4.90） 56（10.98）
对照组 510 398（78.04） 163（31.96）
χ2 值 7.958 8.654
P 值 ＜ 0.05 ＜ 0.05
3 讨论
我国为发展中国家，在抗菌药物的使用上，政策比较宽松，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抗菌药物的乱用，随着抗菌药物的

大量使用，出现耐药性的病原菌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合理使

用抗菌药物非常的重要，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不仅能降低医院

感染概率，还能让病症得到更好治疗，降低不良反应发生概率，

减少用药时间和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家庭负担 [2]。

从医院方面来看，让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单独一个科室

是决定不了的，必须各个科室协同，才能完成，其中药剂科

有着重要作用。药剂科在医院中，为药物管理、药物发放和

配药的科室，与其他科室相比，其有着重要辅助作用，医院

每一个科室都不能脱离药剂科而单独存在。目前，医院药剂

科自身的管理不完善，对自身职责不清楚，针对医生开出的

处方，不重视处方中抗菌药物的使用是否合理，仅仅根据医嘱，

进行相应操作，最终会造成抗菌药物的滥用。

针对上述现象，对我院药剂科进行加强管理，针对药剂科

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不断提升医务人员自身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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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护生理论与实践技能考核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跟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 PBL 教

学交互模式设计与运用，能从实践中让护生切实体会到如何发

现、思考和解决问题，在理论的指导下，让护理措施落到实处
[7] 有关。这就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践，帮助护生将所学到的

护理学知识活灵活用。而传统的目标教学法仍沿用“以带教老

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护生处于一个被动听、被动学的状态，

这样，理论与实践就脱离，护生不能将所学知识活灵活用，教

学的效果不理想。而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 PBL教学交互模式转

变了传统的观念，注重培养护生去主动“学”，而不是等待老

师来被动“教”。因此，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PBL教学交互模式，

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更大地激发了护生

的自主学习的热情，并能将自身碎片时间都利用起来，这对护

生临床理论知识和操作实践技能有一定的帮助。

3.3 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 PBL 教学交互模式设计与运用，

能有效的提高护生临床护理能力

临床能力是通过临床实践形成解决患者问题的技术和能

力 [8]。医学护生临床实习是实现由学生向临床护士过渡的关

键环节，是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 [9]。传统的临床

护理教学模式主要侧重点在指导护生掌握临床基本护理操作

技能以及临床护理基础知识，既难以满足现代护理临床教学

的需求，又非常不利于护生的临床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

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以顺应时代和医学飞速发展的

需要。纪家涛 [10] 等研究发现，师生通过运用微信软件的交流，

大大的激发了护生的学习兴趣，与传统的护理临床教学模式

比较发现，它能突破在实习过程中时空的限制，从而显著的

提高护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另外，它还能帮助促进师生的互动，

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通过聊天软件的沟通，能动态的进

行教学质量反馈。而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 PBL 教学交互模式

设计与运用，很好地训练了护生的临床护理理论、操作技能、

沟通及健康教育等能力，从而提高护生在临床工作中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职业素质，进而促进了护生临床能力的提高。

通过表 3 可见，实验组护生临床能力各个维度及总分都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可见，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 PBL 教学交互模式设计

与运用，可以帮助解决因护生众多与临床带教老师及临床教学

设施等资源不足而引起的矛盾；它能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将教学资源和学习的灵活性大幅度的扩大和提高，有助于将

PBL 医学教育理念融入到中国国情中，推进医学、护理临床教

育改革；同时，它提高了护理教学课堂创造氛围和护生的合

作能力，增加了临床带教的启发性和学习过程中的民主性及

自主性，提高了理论和实践操作水平和临床能力，有利于培

养高素质的创新型、开拓型、实用型护理人才，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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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让医务人员体现自身职能和价值，确保抗菌药物的合理使

用，降低医院感染发生概率，这会促进患者身体康复，减少治

疗时间，继而降低医疗费用。本文通过对比常规管理与加强

药剂科管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效果，结果为：①观

察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为（70.12±11.32）元和（95.64±1.21）

分，对照组药物金额及满意度为（91.26±18.54）元和

（81.75±1.52）分，观察组药物金额更低，满意度更高，数

值对比存在意义（P ＜ 0.05）；与廖静等 [3] 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在减少费用和满意度调查方面，通过加强管理，能让治疗

费用有效减少，提高满意度，运用效果非常好。②观察组抗

菌药物应用率4.90%（25/510）和问题发生率10.98%（56/510），

对照组抗菌药物应用率 78.04%（398/510）和问题发生率

31.96%（163/510），观察组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更低，

数值对比存在意义（P＜0.05）；与徐振兴等 [4]研究结果一致，

表明通过加强管理，能有效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降低问题

发生率，继而能提升医院医疗水平，运用价值极高。

综上所述，加强药剂科管理促进医院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效

果非常好，能降低抗菌药物应用率和问题发生率，减少药物

金额，提高满意度，在选用方案时，值得优先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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