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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一过性免疫抑制的现象，与 Helmy 等研究结

果一致[8]。 

IL-6 属于 Th2 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

胞、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角质细胞及 T

细胞(主要是 Th2)等产生，其主要作用为促进 B 细

胞增生分化和分泌抗体，是手术创伤后组织损伤

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与手术大小和持续时间相

关，腹部手术损伤引起 IL-6 显著增高[9]。本研究

显示丙泊酚全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IL-6 的生成。

郁葱等[10]研究丙泊酚和异氟烷麻醉对舌癌围术期

患者细胞因子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丙泊酚全静

脉麻醉对舌癌根治术术后炎症反应比异氟烷轻，

对预防严重并发症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与本研

究结果具有一致性。此外丙泊酚的抗氧化及心肌

保护作用可能对免疫功能也有一定好处[11]。 

综上所述，七氟烷和丙泊酚对血清 IL-2 水平

变化影响无显著差别。丙泊酚全凭静脉全麻显著

抑制血清 IL-6 水平升高，抑制手术麻醉应激引起

的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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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协作下的合理用药监管干预模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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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一种新的多学科协作用药监管干预模式，探索合理用药监管新方法。方法  建立抗菌药物、中药注射

剂和其他辅助用药的监管干预模式，根据合理用药调查和临床反馈进行合理用药干预，总结多学科协作用药监管干预的

效果和体会。结果  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明显下降，辅助用药比例明显下降，中药 3 种注射剂联用基本杜绝，医院合理

用药情况有明显改进。结论  多学科协作干预下合理用药监管模式促进了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推动了临床药事管理工作，

规范了医师处方行为，全面提高了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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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drug, and to explore a new method of rational use of drug supervision. METHODS  A new model for rational use of 
drug with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Antibacterial drug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and 
other assistant drug were investigated, feedback the problem in clinical, and evaluated the effects of the mode. The experience of 
regulatory intervention was also summarized. RESULTS  Ir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decreased, assistant drug ratio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bined with three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is seldom used, the rational use of drug in 
hospital are improved. CONCLUTION  With the supervis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Promoted the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drug and the clinical pharmacy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 for physician prescribing behavior,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 care. 
KEY WORDS: rational use of drug;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tibacterial drug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assistant drug 

 

促进合理用药是临床治疗最为关注的内容

之一，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笔

者所在医院为认真落实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

对如何进行合理用药的监管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建立了多学科协作下合理用药监管干预的

模式。 

1  开展合理用药监管的现状 

合理用药是全球范围内均在关注的问题，对

如何促进合理用药，各国对此均进行了多种有益

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包括：大力

推广基本药物目录、开展用药培训、传播合理用

药思路、开展针对合理用药的健康教育、加强药

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管理与监督、制定控制医药费

用的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循证医学促进合理用药，

建立独立的药物信息提供体系等[1]。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合理用药的

政策、法规，包括《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

《处方管理办法》和《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以及《2012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

治活动方案》等法律、法规性文件[2]，为贯彻这些

法律法规，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实施了不

合理用药干预工程[3]，江苏无锡市人民医院实施了

行政干预促进临床合理用药[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实施了构建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

的实践探索[5]，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实施了临床合理

用药专家质询制度等[6-7]。 

但总体而言，国内开展系统性合理用药促进

研究还不多，进一步探索新的模式可对医院临床

合理用药监管有促进作用。笔者所在医院积极探

索对合理用药进行有效监管的实践，实行了多学

科协作下的合理用药监管干预模式。 

2  多学科协作下合理用药监管干预模式 

2.1  部门和人员组成 

开展多学科合理用药监管查房这项工作是由

业务院长牵头，由相关职能部门如医务部、院感

科、护理部和药剂科、检验科等科室参与，同时

所查科室负责人及相关医师参加，为行政介导下

的多学科协作的干预模式。 

2.2  查房工作流程及各学科专业人员的工作分工

和协作 

多学科合理用药监管查房是由多学科分工、

协作共同完成的一项工作。一般先由药学部门提

前确定被查科室，上报医务部门并通知其他相关

学科专家，通知所查临床科室做好相关准备。药

学方面查房资料通过临床药师下临床调查和抽取

病历调查进行总结，其他学科专家按照查房要求

准备相关资料。查房时一般先听取所查科室科主

任及经治医师对本病区临床药物治疗情况的汇

报，包括病区阶段性用药情况、药物不良反应监

测情况等，然后查房专家对所查科室的药物治疗

情况或医嘱作客观评估，临床医学专家还随机抽

查几份该病区的运行病历进行当场点评，院感、

检验、护理等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反馈，查找

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后续完善的建议，

最后由医院业务院长对本次查房情况进行总结、

点评，并对需要整改的问题提出整改指示。 

医务部在多学科协作下合理用药监管干预模

式中起领导作用，负责全院相关制度的制订、落

实、督查，布置医院的各项合理用药措施，协调

各临床科室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全院性的问题

牵头解决或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对每次检查情况

进行小结和点评。 

药学部门是多学科协作下合理用药监管干预

模式中重要的执行部门，定期对医嘱用药的合理

性进行督查，对合理用药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对

比、点评、分析，对医院排名超前的药品在该科

室使用情况进行反馈，了解所查科室综合性用药

情况，关注药品的异动，并对问题科室书面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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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部门特别反馈每月 30 例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合

理使用评价分析，中药注射液、其他辅助用药的

超说明书使用和使用量排序，其他特定药物相关

问题的调查分析等。 

感染科负责调查、收集、整理、分析医院感

染的各种监测资料，包括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合理

使用的检查，医院感染专题讲座，通报医院和科

室感染控制的最新动态等，反馈感染监控中发现

的问题。 

检验科总结各科室临床标本细菌培养及药敏

实验结果，并向各临床科室反馈，以供合理选用

抗菌药物时参考，并协助临床科室合理经验用药。 

临床科室在检查前需了解本科室的合理用药

情况，包括抗菌药物和辅助用药的使用情况，药

物不良反应监测等情况，并提出其他职能或医技

科室需配合的问题，如药品供应、检验报告的及

时性、院感控制等。 

护理团队反馈临床给药中的问题，如输液的

合理性，输液配伍的合理性、输注时间的合理性，

监测本病区的药物不良反应、标本送检情况等，

结合其他学科的意见落实合理用药的有关措施。 

3  开展多学科协作干预下的合理用药监管后医

院合理用药改进情况 

3.1  抗菌药物合理用药改进情况 

抗菌药物是监管的重点，经过 3 年的多学科

协作查房，本院抗菌药物用药指标逐年下降，而

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微生物标本送检率逐年增加，

样本送检合格率也明显增加，体现规范使用抗菌

药物的要求，并符合专项整治的规定，达到住院

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60%，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

住院患者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30%的目标。结

果见表 1。 

表 1  抗菌药物合理用药相关指标 

Tab 1  Index of rational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s 

年度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 

使用率/% 

使用抗菌药物患者 

微生物标本送检率/% 

抗菌药物用药

金额比例/%

2010 年 53.10 46.79 30.10 

2011 年 46.55 49.37 24.00 

2012 年 43.66 59.02 21.95 

一类切口抗菌药物的使用逐渐符合要求。在

开展多学科协作干预以前，本院一类切口预防性

使用抗菌药物有不少病例使用了喹诺酮类抗菌药

物、广谱青霉素加上酶抑制剂、三代头孢加上酶

抑制剂(例如头孢哌酮舒巴坦)等等，选用抗菌药物

有较多病例不符合指南要求。经过不断督查、干

预，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基本上使用一代头孢霉

素如头孢唑啉针，一类切口的抗菌药物选择已逐

渐规范。住院患者外科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时

间 100%控制在术前 0.5~2 h，手术前正确使用抗菌

药物的比例大幅提高，较以往一类切口的手术预

防使用抗菌药物的不合理状况有明显好转。 

3.2  辅助治疗药物使用比例持续下降 

辅助治疗药物的合理使用是我们的干预重

点，通过不断的干预，抑制了辅助治疗药物的使

用。以转化糖注射液的使用为例，干预前后有明

显的变化。转化糖注射液为糖尿病患者的能量补

充剂，烧创伤、术后及感染等胰岛素抵抗(糖尿病

状态)患者的能量补充剂。干预前，转化糖注射液

在本院用药量前 10 位之内，以前常作为针剂药物

的输液溶媒使用，经过持续干预，转化糖不合理使

用逐渐下降。其他辅助治疗用药的情况也是如此。 

3.3  中药注射液的合理使用也是干预的重点 

以前检查中经常发现在临床中普遍存在同时

使用 3 种中药针剂以及其他违反中药针剂临床应

用指导原则的不合理现象。经过多次用药干预，

已经完全杜绝 3 种中药针剂联合使用，并能辨证

论治。 

4  开展多学科协作干预下的合理用药监管模式

的体会 

4.1  多学科协作开展合理用药监管是国家倡导的

一种有效形式。 

在 2010 年卫生部关于印发《医院处方点评管

理规范(试行)》的通知中指出，医院应当根据本医

院的性质、科室设置等情况，在药物与治疗学委

员会(组)下建立由医院药学、临床医学、临床微生

物学、医疗管理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处方点评专

家组，为处方点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询。2012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指出，为促进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需要建立完

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技术支撑体系，在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管理工作。在《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中要

求，各级医疗机构要建立医、药、护、技临床用

药相互学习、互相补充的干预制约机制。以上文

件明确指出，促进合理用药需要医院的直接领导

和多学科的干预。临床医师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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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各学科的协作，临床正确用药取决于医师

正确的诊断、检验师的化验、药师的药品调配、

护士的护理，涉及到临床和医技的各环节。因此，

对合理使用的评价和监管也应当与相关学科通力

合作，共同发挥各学科的特长，进行综合判断，

以确定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解决存在的问题。 

4.2  多学科协作干预下的合理用药监管也是行政

干预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国家陆续下发了促进合理用药的相

关文件和政策，浙江省卫生厅在 2012 年实行了“阳

光用药”工程，对各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提出了明

确的指标要求。多学科协作干预下的合理用药监

管也是在行政介导下的合理用药监管有效手段。

在这一平台，可以宣传和落实国家和医院的有关

政策，在医院领导的直接参与下确保各项整改方

案的落实。 

4.3  多学科协作合理用药干预查房是进行学术交

流的平台 

在查房中，临床医师介绍他们疾病诊治方面

的知识、本学科的新进展；院感科医师对于感染

的预防和控制有独到的见解；检验科医师对于生

物样本的送检、耐药菌的监测有专业的知识；其

他相关学科如护理人员对于药物的使用具有第一

线的资料。通过交流，在这一平台中各学科人员

均得到提升和进步。 

4.4  多学科协作干预也是进行处方点评和公示的

平台 

处方点评是医院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和药品应

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临床药物治疗学

水平的重要手段。多学科协作干预也是进行处方

点评和公示的平台。通过药学人员和其他专业人

员对住院患者运行病历和归档病历的检查，对病

区不合理用药情况进行总结，在全科参与下，在

医院领导和职能科室管理部门的直接指导下，以

患者住院病历为依据，对本病区用药医嘱进行回

顾性点评和实时点评。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是监管的重点，由临床

药师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对抗菌

药物使用合理性开展调查并进行合理性评价，对

非手术患者或手术患者及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抗

菌药物合理性情况进行调查，以药物适应证、药

物选择、单次剂量、每日给药次数、溶媒、用药

途径、病原学检测、治疗用药疗程、发生 ADR 处

置、更换药品、联合用药等作为合理用药的评价

指标来判定其用药合理性，分析和汇报该病区的

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落实国家有关抗菌药物专

项整治的政策。 

对中药注射液及其他辅助用药进行合理使用

调查也是处方点评的重要内容。中药注射液应按

《中药注射剂的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医院的相

关规定使用，查房中应重点关注超药品说明书使

用的情况和中药注射液药物不良反应；对辅助用

药应重点关注其使用量、使用疗程、使用金额、

药物的异动等情况。 

还应开展其他药物相关问题(DRP)的调查[8]。

DRP 包括药物使用的必要性、有效性、安全性等

几个方面，如没有用药指征(特别是抗菌药物)用

药、使用剂量过低或过高、特异质患者药物的使

用、治疗指数低的药物的使用、重复用药、给药

间隔不当等。 

4.5  多学科协作干预查房可以促进合理用药相关

科研工作的开展  

促进合理用药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

个学术问题。因此，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合理

用药相关的科研工作。进行促进合理用药的方法

学研究，合理用药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可以开展

中药注射剂的合理使用、全肠外营养制剂的合理

使用、抗菌药物耐药性等问题的研究。我院在这

几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 2 年的多学科协作

干预查房过程中共立项了 2 项省厅级合理用药相

关课题。 

4.6  持续督促改进是多学科协作干预的一个重要

特点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

个需要持续改进的工程。多学科协作干预督导查

房通过对相关科室的不断督查，不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方法是每次解决一个问

题，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对合理用药存在较多

问题的科室进行重点督查，多次重复检查和查房，

逐步促进各科的规范用药、规范检查、规范治疗。 

总之，为促进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促进临

床合理用药，避免药品的不合理使用，减少药品

不良反应和其他药害事件的发生，达到安全医疗

的目的，可通过多学科协作干预下合理用药监管

模式促进临床安全用药，推动临床药事管理工作，

以规范医师处方行为，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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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理，全面提高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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