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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临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工作效果进行分析，为探索建立有效用药咨询门诊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临床药师用
药咨询门诊的咨询记录，筛选有效用药咨询记录，对其进行统计与分析。结果　共纳入有效咨询记录１７２条。咨询者中，患者
９６例，占５５．８２％；医生３８例，占２２．０９％；患者家属２９例，占１６．８６％；护士８例，占４．６５％；药师１例，占０．５８％。咨询者主
要来自肿瘤化疗科３２例（占１８．６０％）、肾脏内科和心血管内科分别为１８例（占１０．４７％）。咨询方式中，现场咨询１６１例，占
９３．６０％；电话咨询１１例，占６．４０％。咨询的药物共涉及１２类，主要包括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３５例）、激素类药物（２６
例）和抗感染药物（２３例）。咨询的内容以药物的用法用量为主，共计５６例；其他分别为药物的不良反应、药物的基本信息等。
临床药师在用药咨询门诊解答患者用药咨询时主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共计１２３例；其他依次为书籍查询、药品说明书和网
络查询。结论　开设临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可为咨询者及时、有效地解决用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但其运行模式有待进一步
完善，咨询内容仍需进一步加强宣传，以便更好地为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有效用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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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学部门的工作模式已由传统的“以药品
供应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为其提供优质的药

学服务转化，用药咨询服务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它在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１－２］。近年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在门诊

部设置独立的临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由各专业专职

临床药师轮流坐诊，免费为广大患者和医务人员解答

用药相关问题。为了解用药咨询门诊运行效果，本研

究拟对咨询门诊记载的有效咨询记录进行总结与分

析，为进一步建立有效的用药咨询门诊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的设立　安徽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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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附属省立医院自２０１１年在门诊部设置独立的临
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配备外网电脑、专业书籍和

电话等设施，安排各专业经过１年期规范化培训的
专职临床药师轮流坐诊，免费为广大患者、医务人

员等解答用药过程中的问题，如药物的药理作用、

用法用量、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常见不良反应

的处置等，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１．２　有效咨询记录收集与分析　收集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用药咨询门诊所有

记录在册的咨询记录，根据咨询内容是否通过临床

药师掌握的药物知识，并结合相关临床表现、检验

检查结果等疾病知识，开展以患者为中心，合理用

药为核心的药学专业技术工作，主要表现为指导患

者正确使用药物、正确对待和处置药物不良反应、

普及合理用药理念、增加用药依从性等，体现临床

药师的工作价值，遴选出有效用药咨询记录［３－４］。

按照咨询者就诊科室、咨询者身份、咨询方式、咨询

药物的类别、咨询内容的类型、解答者职称、解答依

据和解答时间等内容，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进行分类和
统计。

２　结果
２．１　有效咨询情况　共收集用药咨询门诊咨询记
录２９９条，根据咨询内容的价值和意义，遴选出有
效用药咨询记录１７２条，有效率为５７．５３％。
２．２　咨询者身份　咨询门诊以患者咨询为主，共
计 ９６例 （５５．８２％），其次分别为医生 ３８例
（２２．０９％）、患者家属 ２９例（１６．８６％）、护士 ８例
（４．６５％）、药师１例（０．５８％）。具体见表１。

表１　咨询者身份分类

序号 咨询者身份 例数 构成比／％

１ 患者 ９６ ５５．８２

２ 医生 ３８ ２２．０９

３ 患者家属 ２９ １６．８６

４ 护士 ８ ４．６５

５ 药师 １ ０．５８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３　咨询科室　根据咨询者门诊就诊的临床科室
进行分类与统计，其中来自肿瘤化疗科、肾脏内科

和心血管内科的患者分别以３２例（１８．６０％）、１８例
（１０．４７％）和１８例（１０．４７％）排在前三位，来自皮
肤科、消化内科、妇产科和内分泌科的患者均大于

１０例。具体见表２。

表２　用药咨询按患者就诊科室分类

序号 就诊科室 例数 构成比／％

１ 肿瘤化疗科 ３２ １８．６０

２ 肾脏内科 １８ １０．４７

２ 心血管内科 １８ １０．４７

３ 皮肤科 １５ ８．７１

４ 消化内科 １４ ８．１４

５ 妇产科 １３ ７．５６

６ 内分泌科 １０ ５．８１

７ 普外科 ７ ４．０７

８ 呼吸内科 ６ ３．４９

８ 小儿内科 ６ ３．４９

９ 方便门诊 ５ ２．９１

１０ 风湿免疫科 ４ ２．３３

１０ 骨科 ４ ２．３３

１０ 血液科 ４ ２．３３

１０ 中医科 ４ ２．３３

１１ 眼科 ３ １．７４

１２ 耳鼻喉科 ２ １．１６

１２ 感染科 ２ １．１６

１２ 神经内科 ２ １．１６

１３ 核医学科 １ ０．５８

１３ 泌尿外科 １ ０．５８

１３ 小儿外科 １ ０．５８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４　用药咨询内容　咨询者以咨询药物的用法用
量为主，共计５６例（３２．５６％），其次分别为药物的
不良反应４２例（２４．４２％）、药物的基本信息３０例
（１７．４４％），尚有咨询特殊人群用药、药物的适应
证、药物的选择、药物的相互作用和中西药配伍等

内容。具体见表３。

表３　按咨询内容的类型分类

序号 咨询内容 例数 构成比／％

１ 药物用法用量 ５６ ３２．５６

２ 药物不良反应 ４２ ２４．４２

３ 药物基本信息 ３０ １７．４４

４ 特殊人群用药 １６ ９．３０

５ 药物适应证 １０ ５．８１

６ 药物选择 ８ ４．６５

７ 药物与食物关系 ５ ２．９１

８ 药物相互作用 ４ ２．３３

９ 中西药配伍 １ ０．５８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５　咨询涉及到的药物分类　咨询最多的是作用
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共３５例（２０．３５％）；其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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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是激素类药物２６例（１５．１２％），抗感染药物２３
例（１３．３７％）和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药物 ２２例
（１２．７９％）。具体见表４。

表４　用药咨询涉及到的药物类别

序号 咨询药物的类别 例数 构成比／％

１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 ３５ ２０．３５

２ 激素类药物 ２６ １５．１２

３ 抗感染药物 ２３ １３．３７

４ 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药物 ２２ １２．７９

５ 作用于消化系统药物 １７ ９．８８

６ 中药饮片及中成药 １５ ８．７２

７ 其他类药物 １３ ７．５６

８ 抗肿瘤药物 ８ ４．６５

９ 影响变态反应及免疫功能药物 ４ ２．３３

１０ 影响血液及造血系统药物 ４ ２．３３

１１ 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药物 ３ １．７４

１２ 作用于呼吸系统药物 ２ １．１６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６　提供用药咨询服务的临床药师情况　我院为
患者提供用药咨询服务的临床药师中有副主任中

药师３人、主管药师４人、药师２人，根据有效解答
例数统计，职称为主管药师者有效解答例数最多

（共８６例，占５０．００％），其次为副主任药师（共４３
例，占２５．００％）。具体见表５。

表５　提供用药咨询服务的临床药师职称情况

序号 解答者职称 咨询者例数 构成比／％

１ 主管药师 ８６ ５０．００

２ 副主任药师 ４３ ２５．００

３ 药师 ３９ ２２．６７

４ 副主任中药师 ４ ２．３３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７　解答用药咨询的主要依据　临床药师在用药
咨询门诊解答咨询者问题时，主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

识，共１２３例（７１．１５％），其次分别为书籍查询２８例
（１６．２８％）、药品说明书１１例（６．４０％）和网络查询
１０例（５．８１％）。具体见表６。
２．８　解答用药咨询的时间　临床药师针对多数用
药咨询问题可以在２～３ｍｉｎ给予咨询者进行解答，
少数问题可能需要临床药师使用４～５ｍｉｎ。具体
见表７。

表６　解答用药咨询的主要依据

序号 解答依据 例数 构成比／％

１ 专业知识 １２３ ７１．５１

２ 书籍查询 ２８ １６．２８

３ 药品说明书 １１ ６．４０

４ 网络查询 １０ ５．８１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７　解答用药咨询的时间分类

序号 解答时间／ｍｉｎ 例数 构成比／％

１ ２ ７３ ４２．４４

２ ３ ６８ ３９．５３

３ ５ １８ １０．４７

４ ４ １３ ７．５６

合计 １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９　咨询方式　咨询者现场咨询占绝大多数，共
计１６１例（９３．６０％），尚有少数咨询者通过电话进
行咨询，共计１１例（６．４０％）。
３　讨论

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服务是医院药学工作重要

内容之一，但其工作模式较多，其中开设专门的用药

咨询门诊在国内为数不多，仅少数医院设置独立的用

药咨询门诊，如杨勇等曾对医院用药咨询门诊的设立

和运行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开设收费的用药咨询门诊

提供参考［５］。临床药师主要通过自身掌握的药物知

识，结合临床症状、检验检查结果等临床医学知识，深

入研究临床合理用药，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保障患

者用药安全［６］。临床药师通过开设用药咨询门诊，咨

询者可与临床药师面对面进行交流，就用药过程中的

疑虑直接提问，临床药师有针对性地进行详细指导，

从而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纠正用药的心理偏差，

减少或避免药源性疾病和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保障

患者的用药安全、有效［７］。

我院用药咨询门诊自开设以来，由临床药师坐

诊解答各类咨询者用药相关问题，从统计的有效咨

询记录可以看出，我院临床药师基本掌握了本专业

常用药物的相关知识，可以为广大患者、医务人员

等提供有效的用药咨询服务。但是，有效咨询率仍

不足６０％，需采用适当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咨询者前
来咨询，并在解决用药疑问的同时，适时地向咨询

者宣传药品政策、介绍用药知识，使其树立正确的

用药观念、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是临床药师用药咨

询门诊的工作重点［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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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咨询者的身份来看，患者及患者家属占绝大

多数，尤其是来自如肿瘤化疗科、肾脏内科、心血管

内科、内分泌科、小儿内科等科室的咨询者较多，可

见慢性病患者的用药咨询需求居多，是临床药师服

务的主要群体。用药咨询门诊的咨询方式主要是

现场咨询和电话咨询，其中超过９０％的咨询者是现
场咨询，后期还可借助如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为

更多咨询者提供快捷的用药咨询服务。

由于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可导致持续的精

神紧张状态，失眠、焦虑等神经系统疾病发生率逐

渐增加，而咨询者通常对治疗上述疾病药物的成瘾

性、依赖性存在认识误区，因此作用于中枢神经系

统的药物咨询比例最高。此外，激素类药物有其独

特用药特点，如胰岛素、雌激素、孕激素等，对于用

药时间、用药疗程、用药方法等有严格要求，不合理

使用会影响药物疗效发挥而导致治疗失败，但是患

者在短时间内通常无法正确的掌握上述问题，存在

很多的用药疑虑，这也是激素类药物咨询例次较多

的原因。

药物的用法用量直接关系到药物的疗效和用

药安全，特别是某些药物在一天中有最佳用药时

间，依据时辰药理学原理择时用药可发挥最佳疗

效，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利于疾病的治

疗［９］。其中，咨询者通常对每天仅使用１次或２次
的药物在何时使用存在更多的疑问，如糖皮质激素

每天仅使用１次时，应在何时使用更适宜。通常咨
询者对上述内容知晓率很低，在诊疗和取药过程中

由于时间有限，无法获得最有效的用药信息。通过

用药咨询门诊，临床药师不仅可以将正确的用法用

量告知患者，同时可将药物的时辰药理学知识传递

给患者，保证患者获得最佳的疗效。

我院坐诊用药咨询门诊的药师均为经过岗位

规范化培训的专职临床药师，对于常见药物的药效

学、药动学及不良反应等知识均有较好的掌握，在

解答患者用药咨询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掌握

的专业知识，较少查阅书籍、文献和药品说明书。

所以，多数问题可以在２～３ｍｉｎ内进行解答，少部
分需要４～５ｍｉｎ，这是专职临床药师从事本项工作
的优势之一，可节省大量查阅资料的时间，在有限

的时间内解答更多的患者用药问题。

综上所述，临床药师能依靠掌握的药物相关知

识，在临床药师用药咨询门诊可及时、有效的解决

患者与医务人员用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药物的

用法用量、药物的常见不良反应及处置方式，尽可

能的保证用药安全，减少或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和

错误的处置方式，但其运行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并逐步形成特色。此外，很多患者对用药咨询门诊

的功能尚不了解，需进一步加强宣传，让更多地患

者知晓在有用药问题时可以向临床药师咨询，在扩

大临床药师影响力的同时，可以让更多患者接受临

床药师的服务，让临床药师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有效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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