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忠告 Advice For Health 2021年第 12期

医院药学发展对儿童安全用药的管理效果观察

韦群英 潘继勋 黄原斌
(百色市田阳区人民医院 广西 百色 533600)

【摘要】目的:研究医院药学发展对儿童安全用药的管理效果。 方法:选择我院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期间收入的 300
例患儿展开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均 150例,对照组常规药学管理,研究组采用新形势药学管理模式。观察两组合理
用药评分、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知识的掌握评分。结果:研究组合理用药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究组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知识的
掌握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医院药学发展对儿童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促进患儿合理用
药,增进儿童家长对用药知识的掌握,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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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 全球有 1/3患者死于不合理用
药。我国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 12%~32%[1],每年有 3万儿童由
于不合理用药导致耳毒性药物致聋及其他不良反应[2]。 促进儿
童合理用药,保障儿童的健康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提高儿
童安全用药,确保儿童安全治疗,是临床重点研究问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 300例我院 2019年 1月至 2020年 1月期间收治的患

儿进行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 150例。 家属
积极配合研究。 排除无法积极配合研究者。 对照组男 78例,
女 72 例,年龄 2~12 岁,平均年龄(7.54±1.68)岁;研究组男
75例,女 75例,年龄 2~12岁,平均年龄(7.78±1.61)岁。 上述
基本资料,无差异,P >0.05,可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药学管理:根据临床规定对药物检

查,对监测方式实施严格管理,确保患儿获得安全治疗。
研究组采用新形势药学管理模式:积极落实《“十三五”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 并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试
点,制定药品管理制度,完善药师、临床药学师等人员的储
备。重视临床个体化治疗,并积极进行药学监护,重点进行用
药指导,增强家属的安全用药意识,积极在微信平台、我院药
学部门免费发放合理用药宣传小册子、 在药房建立咨询窗、
儿科病房走廊的“健康宣传栏”等媒介平台,宣传合理用药的
知识,积极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1.3 观察指标
根据文献与我院实际情况, 设计儿童合理用药评分表,每

个项目满分为 10分,得分越高,儿童合理用药管理质量越高[3]。
制定儿童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相关知识调查表,每个项

目满分 10分,得分越高,儿童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相关知识
了解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 SPSS 18.0统计软件对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

用 x±s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x2 检
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合理用药评分
研究组合理用药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儿童合理用药评分[n=150,(分)]

2.2 用药知识掌握评分

研究组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知识的掌握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家长对儿童用药知识的掌握[n=150,(分)]

3 讨论
小儿用药是儿科治疗工作中重要且复杂的环节。 目前,由

于大众生活质量提高,儿童年龄与体重出现不相符,年龄虽小但
体重偏重、体表面积也偏大,体质也存在一定差异,用药剂量也
存在一定差异,应根据计算体重或体表面积给以用药剂量。 针
对性地选择药物,避免药物不良反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
药物[4]。

家属在给药时间、频次也须准确把握,一定按药师的用药
交代去执行,药师要交代注意事项,家属还须对用药后产生的
一些不良反应、毒副作用并做出简单处理,如发现患儿用药后
有不良反应发生应立即停药,必要时马上看医生。 随着国家对
医药政策的调整,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理念正在从“以治病为
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使用国家基药目录占比提升及医
院药品零差率的全面展开, 由单纯药物保障向辅助临床合理
用药型转变,也给医院药学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本文将医院药
学发展纳入研究,结果研究组合理用药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研
究组家长对儿童安全用药知识的掌握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在药学管理模式下,能够提高临床对儿童合理用药的管
理质量,在用药时间与用药次数上,能够直接证实药学管理方
法的重要性。 在了解家长对儿童用药信息情况下,使得家长对
用药知识的掌握程度明显提升,保证儿童用药安全。

综上所述,医院药学发展对儿童安全用药具有重要性,能
够确保儿童安全用药,并提高家属对用药知识的掌握程度,值
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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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用药时间次数、方法 配合用药 不良反应监测

对照组 9.02±0.46 8.75±0.53 8.42±0.41

研究组 9.86±0.08 9.42±0.11 9.68±0.25

t 22.034 15.160 32.136

P 0.000 0.000 0.000

组别 毒副作用 不良反应监观察和处理

对照组 6.85±1.05 5.54±1.10

研究组 8.54±0.65 9.05±0.42

t 16.761 36.510

P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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