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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药物咨询 334例分析 

范 铭 

- 药 学 · 

[摘要]目的：了解门诊药物咨询的现状 ，寻找其重点与热点，以利门诊药物咨询工作的深入开展。方法：对 2008年 9～12月 

334例门诊药物咨询情况进行分类归纳与比较分析。结果：用药信息咨询占20．06％，其中咨询用法、用量占50．75％；窗口咨 

询占81．44％。结论：患者需要药物咨询，药师应充分利用窗Vl，零距离接触患者，提供个体化用药服务，以提高患者用药剂量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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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师制度的实施标志着药学工作的方向已 

经从“以药物保障供应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合理 

药物治疗为中心”，药学服务已成为药师的主要任 

务，即围绕提高用药剂量的准确性这一既定 目标，直 

接为公众提供 负责任的、与药物治疗相关的服 

务 J。药学服务的实施，需要药师在临床担负多重 

角色，其中之一是收集、分析、传播信息，担当临床药 

物咨询药师 。我院2008年 9月起，将门诊药物咨 

询作为日常工作，进行登记与汇总。为了了解门诊 

药物咨询的现状，寻找其重点与热点，现将我院门诊 

药物咨询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8年9～12月的门诊药物 

咨询内容汇总表。 

1．2 方法 将 334例的门诊药物咨询内容按药物 

信息、用药信息、药事法规、其他；咨询途径按窗口、 

电话进行分类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药物信息按药 

品品名、价格、效期进行归纳与分析。用药信息按用 

法用量、适应证、不良反应、特殊人群、相互作用，进 

行归纳与分析。 

2 结果 

咨询 途径 以窗 口咨询 为主，共 272人 次 

(81．44％)，电话咨询 62人次 (18．56％)。2008年 

9～12月的各月咨询人次分别为67、62、94、111。咨 

询人群中，女性多于男性，两者之比约为3：2。 

咨询 内 容 以 药 物 信 息 为 主，共 244 例 

(73．05％)，其中药物品种235例，价格 7例，效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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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用药信息 67例(20．06％)，其中用法用量 34 

例，适应证 13例，不良反应 11例，特殊人群用药 6 

例，相互作用3例。药事法规 8例，其他 l5例。 

咨询涉及的药物种类相对较为分散，位居前列 

的依次为心血管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内分泌系 

统药物。有关中成药的咨询人次也占一定比例，约 

为 30％。 

3 讨论 

3．1 药物信 息 咨询 内容以药物 信息 为主 

(73．05％)，其 中又 以药 品品种 咨 询为 主 (96． 

31％)。原因有：(1)药品市场中的消费需求具有及 

时性和不可预见性 J，即消费的“刚性”。(2)医学 

知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使许多患者在信息获取方面 

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即信息的不完全对称性 

(即单向透明)。这就导致患者在选择药物时，易受 

广告、习惯性用药、医生的多重影响，往往不能准确 

把握，此时，药师的信息咨询作用就可得以体现，其 

具有专业性、相对客观性的建议也易为患者所接受。 

3．2 用药信息 用药信息咨询是咨询内容的第 2 

位(20．06％)，用法用量是其重点(50．75％)，特别 

是服用时间和用量方面；不 良反应和特殊人群占 

25％以上。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及对自身健康的日 

益关注，患者对用药的合理性已越来越重视，所提问 

题也将更为专业化、复杂化。对于药学技术人员来 

说，一方面，可以促进药师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更新， 

提高药师的业务水平，开拓自身知识面，特别是临床 

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可以使 

药师接触和了解更多患者的病情、病因和诊断、治疗 

及用药，使药师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亦可让药师 

积累丰富的用药实践经验，监测药物新的不良反 

应 ，避免或减少不合理用药的发生，减少患者用 

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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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咨询途 径 咨询途径 以窗 口咨询为 主 

(81．44％)。这说明，虽然l临床药师及其他药学技 

术人员可以在 日常工作中的很多环节进行用药咨 

询 ，但便捷的现场解疑释惑，仍是最重要的方式。 

鉴于门诊窗口是药师与患者交流的主要途经和桥 

梁，现阶段，药师应以窗口(尤其是咨询窗口)为依 

托和基础，加强窗口，尤其是咨询窗口的用药指导， 

同时，可以逐步增加网络、讲座、进社区等更为灵活 

多样的咨询方式，以满足患者对信息的需求。 

3．4 自身建设 对于药师来说，自身素质的提升势 

在必行，专业很重要。专业知识(知识)、专业精神 

(心理)、专业态度(技巧)都是专业的组成部分。药 

师的药学知识可以说已有一定基础，重点是通过下 

临床、专题培训等方式，加强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 

等相关知识的学习，提升 自身的专业素养；树立为患 

者服务的信心和多角度思考问题，可使自身对待患 

者的心态更为平和，精神更为专业；服务技巧也很重 

要，尤其是语言方面，可通过专项培训和日常积累两 

方面来提升，以体现自身的专业态度。 

3．5 发展方向 药物咨询人次的逐月上升，反映 

出患者需要药物咨询服务。目前，很多医院建立了 

自己的医院网站，药学网站是医院网络系统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医院可以通过加强药学网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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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与更新，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若在 

门诊开设独立的临床药学咨询室，再配置基于医院 

信息系统网络设置的局域网药学信息服务系统，由 

药师为患者进行 “零距离”的个体化药学服务，可以 

避免出现药房窗口发药工作繁忙，交代基本的用法、 

用量和注意事项后，没有足够的时问解释患者的个 

别问题的现象 ]，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护患者的个 

人隐私，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及健康恢复将起到积极 

作用。药物咨询服务的开展，既可体现药师自身的 

职业价值，也是成为合格的临床药物咨询药师的途 

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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