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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临床药师的用药咨询记录，为指导患者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整理

2016 年临床药师书写完整的药物咨询记录，从咨询人员构成、咨询问题分类、咨询药物种类、给药途径

4 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药物咨询人群以患者及其家属居多；咨询问题类别多与特殊人群用药、药

物选择、药物不良反应等有关；药物种类主要是以临床常见的慢性病用药为主；咨询问题给药途径以口

服为主，其次是吸入制剂与腔道用药。结论：临床药师需要根据咨询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知

识储备，掌握医学、药学、检验、营养学知识，提高沟通技巧等方面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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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records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afe and rational drug use. Methods: Th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records written by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patient composition, classification of consultation 
questions, types of drugs and routes of administration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 majority of th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population was patients and their relatives. The main classifications of consultation 
questions were medication in special populations, selection of drugs, adverse drug reactions and so on. The 
types of drugs mainly included drugs for treating chronic diseases. The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was mainly oral, 
followed by inhalation and ligation. Conclusion: Clinical pharmacists shoul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relevant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master skills of medicine, pharmacy, 
testing, nutriology, communication, etc.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above-mentioned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practice.  
Keywords： medication consultation; clinical pharmacists; safe drug us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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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开展药物咨询服务 762 例案例分析

胡冰，李夏蔚 *（江苏省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 221009）

医院药学从调剂药学、临床药学发展到如今

的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阶段，医院药学工作

的重点主要是为患者提供合理的药学服务，达到

合理用药，提高治疗效果的目的[1]。临床药师因

其专业的特点首当其冲地成为药学服务的主要力

量，在药物咨询工作中也必然是重要角色[2]。徐

州市中心医院是一所综合三级甲等医院，开展药

物咨询工作已10余年，以往均由门诊药房药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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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主要解决门诊患者的用药问题，例如药品的

用法、用量等。随着国民素质、安全用药意识的

提高，以及医药卫生发展的日新月异，药物咨询

人员的构成不再单一，医务人员的咨询比例逐渐

提高[3]，咨询的问题也更专业化，需要从药学、诊

断、检查、营养等方面综合解答，而临床药师必

须具备这种综合知识[4-5]。为了更好地开展药物咨

询工作，提高患者用药疗效，自2016年起我院临

床药师开始参与药物咨询工作。通过一年的实践

发现，临床药师参与药物咨询较门诊药师更具有

专业优势，咨询意见更容易被接受。现对一年来

临床药师开展的咨询工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为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调取我院2016年临床药师参与的药物咨询记

录762份，分别从咨询人员身份、咨询问题种类、

咨询药物种类、咨询药物给药途径等方面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   药物咨询人员构成情况

药物咨询人员构成主要以患者为主，医护人

员咨询也占一定比例，具体构成见表1。

表1   药物咨询人员分类与构成情况 

项目 药物咨询例次 / 例 药物咨询构成比 /%

患者 426 55.90

患者家属 168 22.05

护士 112 14.70

医生 56 7.35

合计 762 100.00

2.2   药物咨询问题类别构成情况

咨询问题种类繁多，主要集中在特殊人群用

药、药物选择、药品不良反应、药物的用法用量等

方面，具体见表2。

2.3   药物咨询涉及药物种类构成情况

药物咨询涉及药物种类主要以内分泌系统药、

抗菌药、消化、呼吸系统用药等为主，具体见表3。

表2   药物咨询问题分类与构成情况

问题种类 例数 构成比 /％

特殊人群用药 158 20.73

药物选择 126 16.54

药物不良反应 112 14.70

用法用量 109 14.30

药物的名称与成分 58 7.61

药物的储藏 56 7.35

药物的皮试 48 6.30

药物与食物相互作用 36 4.72

药物的配伍 27 3.54

药物的相互作用 8 1.05

其他 24 3.15

合计 762 100.00

表3   药物咨询涉及药物种类及构成情况

药物种类 例数 构成比 /％

内分泌系统药 160 21.00

抗菌药 146 19.16

消化系统药 87 11.42

呼吸系统药 86 11.29

心血管系统药 84 11.02

抗肿瘤药 46 6.04

肠内肠外营养 36 4.72

神经系统药 34 4.46

抗过敏药 26 3.41

解热镇痛药 23 3.02

免疫调节剂 18 2.36

中成药 16 2.10

合计 762 100.00

2.4   药物咨询给药途径构成情况

给药途径多样化，咨询给药途径虽然仍以口

服为主，但吸入制剂、腔道用药亦占有一定比例，

具体构成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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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咨询药物给药途径分类及构成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

口服 246 32.28

吸入制剂 120 15.75

腔道用药 108 14.17

静脉 88 11.55

外用 86 11.29

肌注 46 6.04

其他 68 8.92

合计 762 100.00

3   讨论
临床药师具备基本的实验室报告阅读、影像

报告阅读、医学以及与患者沟通技巧等技能，能综

合患者提供的信息及时解决问题，既能增强患者对

咨询者的信任，又能减少患者来回奔跑的烦恼，对

临床药师给出的建议也比较容易采纳[6]；而门诊药

师通常不具备相关临床知识，对涉及临床问题通常

无法解答，降低了患者的信任度[3]，例如：一些长

期服用华法林的患者需要根据凝血指标调整剂量

时，门诊药师往往因为不了解实验室检查报告无法

解答，而临床药师则能很好解答[7-8]。

3.1   关于咨询人员的构成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药物咨询服务对象不再

局限为患者及家属，医护人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达

到22.05%，较相关报道[9]有所增加。通常情况下，患

者咨询的问题相对简单，多数是药物的用法用量问

题，而医务人员咨询的问题相对就要复杂得多，随着

医务人员咨询比例的提高，也要求被咨询者具备更加

全面的知识，包括药物、临床、检验、影像、营养等

领域。例如，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教育[10]，就需要

具备营养、药学、检验、临床等知识。

3.2   关于咨询问题的种类

问 题 主 要 集 中 在 特 殊 人 群 用 药 （ 占

20.73%）、药物选择（占16.54%）、药品不良反

应（占14.70%）、药物的用法用量（占14.30%）

等 方 面 ， 此 4 类 问 题 合 计 达 到 咨 询 问 题 总 数 的

66.27%。特殊人群（老人、孕妇、产妇、儿童及

肝肾功能不全等人群）用药咨询占主要地位，其中

又以孕妇、产妇、备孕妇女、儿童用药为主，与普

通人群相比，特殊人群因其机体状况特殊更需要重

点关注，药物与药物、药物与食物等的相互作用复

杂，稍有不慎即有可能给患者带来危害[11]，因此做

好特殊人群药物咨询尤为重要，在日常工作中也要

更加关注特殊人群用药[12-13]。此外，药品说明书往

往会描述所有可能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使得部分

患者或家属阅读后过分担心，导致用药依从性下

降[14]。在药物咨询时，一方面需要正确告知可能发

生的药品不良反应，另一方面也要帮助患者打消顾

虑，提高其用药依从性。另外，参与药物咨询的药

师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营养学知识，考虑到患者所用

药物与常用食物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应提醒患者

避免在用药期间食用相关食物。例如，在使用头孢

菌素、甲硝唑期间，应特别嘱咐避免饮酒，以及避

免使用一切含有酒精的食物[15]。

3.3   关于药物种类的情况

从咨询的用药种类来看，涉及12大类，主

要 是 内 分 泌 系 统 用 药 （ 占 2 1 . 0 0 % ） ， 抗 菌 药

物（19.16%），消化系统用药（11.42%），

呼 吸 系 统 用 药 （ 1 1 . 2 9 % ） ， 心 血 管 系 统 用 药

（11.02%），以上5类合计占咨询总数的73.89%，

考虑与糖尿病、高血压、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发病

率高有关，而抗菌药物也存在一定的滥用现象。首

先，降血糖药物种类繁多，但由于患者对疾病的认

识不足，用药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咨

询中遇到最多的问题[16]。例如胰岛素的储存方法、

胰岛素的不良反应、胰岛素注射部位的选择、漏用

降糖药的补救方法、是否血糖控制了就可以停药等

各种问题[17]。其次，抗菌药物被老百姓称为“消炎

药”，认为“万病都消炎”，临床药师在咨询中就

要纠正患者的这种错误观念。再次，调查发现涉及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药物咨询构成比

均在11%～12%，这与我国国情密切相关，我国已

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慢性病发病率逐年升高，除糖

尿病之外，高血压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气肿等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他们长期服用药

物，多在方便门诊开具药品后来咨询门诊咨询，故

药物咨询多涉及上述用药的种类。

在咨询中发现，人们一直对中药、中成药的

药品不良反应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其无毒，可以起

到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的作用。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尽管该类咨询比例不高，但中成药发生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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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后果往往也比较严重[18]。例如：1例患者在

使用杏香兔耳风过程中发生严重剥脱性皮炎；有一

例患者将外用的夹竹桃药酒内服，导致中毒等。

3.4   关于给药途径

药物咨询涉及的给药途径以口服制剂为主，

包括普通片剂、胶囊、肠溶片、缓控释片、口服液

等，占32.28%。该类药物看似使用方便，但是存

在很多使用误区，特别是口服缓控释制剂常见的误

区有片剂掰断、胶囊拆分、嚼碎使用、用药次数

过多等[19]。吸入给药占15.75%，该类药物需要患者

具备相应的给药技巧，因此在药物咨询中，药师需

要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吸入器具，以及使用糖皮质激

素吸入制剂如何漱口等[20]；腔道给药，因其具有避

免肝脏首过效应和发挥局部作用的特点，近年来在

临床上多有使用[21]。但患者难以掌握正确的给药方

法，有的给药不到位，有的给错腔道，曾经有1例

女性患者将直肠给药误认为是阴道给药而导致阴道

黏膜灼伤。因此，在药物咨询中涉及特殊给药方法

一定要给患者反复交代清楚，甚至连同家属同时交

代，以此避免因为使用方法错误带来的危害。

总之，药物咨询是保障患者合理、安全、有效

用药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对我院临床药师参与的

762例用药咨询的回顾性分析发现，要做好这项工

作需要具备医学、药学、检验、沟通技巧等综合知

识，需要针对不同咨询人群提供更加专业的解答，

关注特殊人群用药，针对常见问题种类、涉及药物

种类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综合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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