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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患者用药正确性与依从性，保障患者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的用药。方法  介绍福建中医药大学附

属人民医院研发的掌上智能用药系统的架构、设计特点及工作流程，详细论述该系统的创建用药计划、用药提醒、用药

完成、用药后效应 4 大模块的功能与应用。结果  该系统采用移动手机应用，构建图文并茂的智能用药信息，能提醒患

者按时服药，正确辨识药物，提高用药依从性与正确性。结论  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促进药品的合理应用，保障患者用药

安全，成为现阶段药学服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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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rrectness and compliance, and to ensure safe, effective, reasonable 
and economical use of drugs for patients. METHODS  Architecture, designing and workflow of palm intelligent drug-using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our modules including add new medication plan, medication alarm, dosage confirm and report 
post-medication effect was discussed in detail. RESULTS  With the help of mobile application, the system constructed 
intelligent medication information with pictures and texts, which could remind patients to take medicine on time, identify drugs 
correctly, and improve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correctness. CONCLUSION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beneficial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drug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medica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at the present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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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不断衰退，老年患

者经常忘记按时服药；或者对药物剂量不清楚，

出现多服或少服的问题；或者忘记刚服用过药物，

又重复用药。而中青年人群由于工作、学习压力

大，生活不规律，也经常出现忘记服药的情况。

对儿科门诊患者家庭用药管理分析，有 63.8%的家

庭存在用药不依从的行为[1]。由于患者没有依照医

嘱进行按时按量服药，容易导致已有的治疗计划

无法发挥 大的疗效，及治疗时间延长，甚至是

治疗失败，这些情况都会增加患者的治疗费用和

经济负担。而患者多次重复用药或者超剂量用药，

容易产生各种用药安全问题，如药物的不良反应

增多，甚至药物中毒，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这些用药依从性问题，已被认为是影响公众健康

和社会经济负担的重要问题之一[2]。有效的药学干

预，能使药物高效、安全又经济地为患者服务[3-4]，

是医院药事管理的奋斗目标，也是临床药学工作

的重要方面。 
根据课题组前期的调查显示[5]，>88%的患者

都希望能得到包括药物用法用量、药物使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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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药物不良反应等在内的用药帮助，且希望

能获得及时的用药提醒。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

展，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手机逐渐成为人们生

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智能手机为主体的移动

应用程序(application，App)，在健康信息服务方面

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6-8]。APP 具有便携、智能和

人性化的特点，能够以丰富的图文形式与用户进

行互动，并且可以将数据进行上传或者下载，实

现数据的快速共享。同时，由于用户对手机的黏

性越来越高，基于手机的应用通知，是十分及时、

方便的方式，且无需增加用户的设备成本投入。

综上，课题组设计开发了一款智能用药提醒软件，

并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点，提供图、文、声共同

展现的用药提醒服务，旨在提醒患者按时按量进

行服药，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1  系统设计 
1.1  系统架构设计 

该系统分为 2 个部分，应用 APP 服务端和手

机应用 APP(客户端)，见图 1。服务端负责提供用

户用药信息的下载、信息推送以及用户反馈等信

息的收集与管理，医师、药师为患者定制专业的

服药方案。手机客户端主要接收服务端的用药提

醒信息，以图、文、声共同展现的方式提醒患者

准时、准确地用药，同时患者及其家属也能够对

用药情况进行反馈，如药物不良反应等，以便医

护人员及时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 
 

 
图 1  系统架构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1.2  系统模块 

系统包括创建用药计划模块、用药提醒模块、

记录用药完成情况模块、用药后效应模块、药品知

识库模块。 
2  功能模块介绍 
2.1  创建用药计划模块 

该模块主要由药师根据药嘱结合患者生活习

惯制定个体化用药计划，有 2 种模式可供选择。 
2.1.1  手动进行添加  进入系统后，选择日期，

点击右下角“+”，创建用药计划。点击“新建”

→选择药物→日期区间→用药时间→用法用量，

进行逐项添加，见图 2。 
 

 
图 2  手动创建用药计划模块 
Fig. 2  Creating medication scheduler by manually 
 

该模块中，“请选择药物”栏可通过输入药物

名称首字母，选择所需药物。“用药时间”栏，可

根据药物说明书、药物使用注意事项及患者个人

生活习惯进行设置，如：1 日 3 次，饭前、饭后等。

“用法”栏，根据药物说明书及处方进行设置。

如：口服、舌下含服、肌注等。“用量”栏，根据

药物说明书及处方进行设置，如：每次 1 片等。 
2.1.2  扫描二维码添加  进入系统后，选择日期，

点击右下角“+”按钮，点击“二维码”，对准处

方上的二维码进行扫描，直接添加个人用药计划，

见图 3。二维码扫描可以同时创建多个药物的用药 
 

 
图 3  通过二维码创建用药计划模块 
Fig. 3  Creating medication scheduler by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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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该二维码通常是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处方

创建相应的用药计划，并生成二维码。患者只要

通过 App 进行扫描就可以获取相关的用药计划信

息，具有既简便又准确的特点。 
为方便患者更好地查看用药计划，App 提供

了 2 种形式的用药列表。 
①按用药时间显示，列出每个时间点的用药

内容，包括药物名称、用法用量，见图 4A。患者

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个时间段需要服用哪些药物。

当患者点击对应时间点的标签，可以查看用药详

情，以药品图片及用药方法的图文形式详细显示

用药信息。 
②按药品显示，以图文的形式，列出了每个

药物的名称、用法用量及图片，见图 4B。 
 

 
A                         B 

图 4  查看用药计划 
A–按用药时间显示；B–按药品显示。 
Fig. 4  View the list of medication schedulers 
A–display by medication time; B–display by drug. 
 

点击列表上的药物标签，患者还可以查看每

个药物的用药计划的详情，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编辑修改。同时，患者也可以查看相关药品的使

用说明书，了解药物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

及潜在的不良反应，正确地使用药物。 
2.2  用药提醒模块 

用药计划生成后，智能用药提醒 App 将会根

据用药时间，生成一系列的时间计划(事件)，注册

到系统的闹钟管理。当到达用药时间时，系统的

闹钟会自动激活该时间计划(任务)，激活用药提醒

App，并用闹铃的形式进行提醒。“提醒”功能以

2 种方式呈现：以文字形式提醒，采用系统悬浮框

的形式弹出，显示用药时间、用药的内容和用法

用量；闹铃及语音播报，先用闹铃进行提醒，以

吸引患者注意。闹铃 5 s 后，以语音播报的形式，

利用文字转语音技术，播报前面文字提醒内容，

即药物名称、用法用量等，见图 5。  
 

 
图 5  用药提醒及服药确认 
Fig. 5  Drug dosage alerm and the confirm 

 

利用闹钟管理进行用药提醒，可以使 App 无

需一直处于开启状态，也能够进行及时的用药提

醒。即使用户将 App 关闭，甚至在系统后台清除

App 进程，系统在到达指定用药时间后，依然可

以通过闹铃事件(用药计划)激活 App，从而保证能

够及时地提醒患者进行用药。 
2.3  记录用药完成情况模块 

患者在看到用药提醒后，点击“查看详情”

按钮，可以重新进入用药系统 App，并进入用药

确认页面，见图 5。该页面将会列出该时间段需要

服用的药物列表，包括药物名称、用法用量、药

品图片等信息。同时，可以让患者进行用药确认，

记录患者的用药情况，以便计算患者的用药依从

性。点击“服药确认”按钮，会弹出对话框“您

已经服用了列表中的药物吗？”。若已服用，点击

“确定”，随后相应的显示条目变为绿色。若未服

用，点击“取消”，相应的显示条目仍为蓝色。通

过记录， 终形成患者个人的用药信息日志，医师、

药师通过及时比对有助于发现患者是否理解医嘱、

药嘱，正确掌握药物的使用时间及使用方法。 
在用药提醒闹铃响后，患者可能由于误操作，

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及时进入“用药确认”页面。

为保证患者可以及时记录用药信息，在提醒后的

1 h 内，患者依然可以通过 App 用药计划列表上的

相应标签，进入“用药确认”页面进行确认和记

录。但是超过时间后，将无法再进入该页面，而

是呈现图 4A 所示界面，显示该时间点的服药清

单，从而保证记录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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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药后效应模块 
在服药期间，提供几个 可能发生的不良反

应备选项供患者选择，及时发现潜在的用药后效

应。进入界面后，由患者或其家属点击“报告不

良反应”，进入常见不良反应备选项，患者根据自

身服药情况进行选择，一旦发现用药后的任何不

良反应，可进行及时勾选，提交后，系统将自动

上传到后台，以便医护人员及时发现不良反应，

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见图 6。 
 

 
图 6  用药后效应模块 
Fig. 6  Module of post medication effects 

 
2.5  药品知识库模块 

系统提供了笔者所在医院常用的中药及西药

的用药说明书，作为用药知识库，为患者的正确

用药提供指导。患者点击“常见中药”或“西药

说明书”，输入想查询的药品，将图文并茂出现对

应药品的相关信息，包括中药的来源、性状、鉴

别、性味与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以及

西药的成分、适应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

意事项、药理毒理、相互作用、贮藏方式等内容。 
3  讨论 
3.1  优势 

本系统通过个体化的用药提醒和监护，对用

药方案的全过程进行记录，保证患者能得到及时

正确的用药医嘱；通过药品图片及注释解决患者

认药困难的问题；以智能语音播报的形式，解决

中老年人的视力缺陷问题。 
该系统由专业的医护人员根据药嘱为患者量

身制定个体化用药计划，较市面上其他同类产品

(需患者自行输入用药计划)具有更强的专业性、针

对性及科学性。 
3.2  待改进方面 

在本研究中，课题组发现由于患者数量众多，

慢病患者服药品种数繁杂，若依靠手工录入创建

用药计划，工作量巨大，为了减轻医护人员工作

负担，课题组除了开发二维码扫描创建用药计划

模块外，后期可尝试研究开发专门的接口，以便

从医院已有的信息系统中，直接抓取患者的医嘱、

药嘱信息，医师和药师仅需经过简单的编辑配置

就可快速完成患者用药信息的定制。 
医护人员终端有待进一步扩充。医师、药师

通过手机 App 登陆系统后，除了可以查看自己所

负责的患者的用药情况外，还可以根据真实世界

的实际情况，在手机 App 上直接为患者制定或修

改个体化用药计划，及时调整用药策略。 
4  总结 

本研究利用移动应用技术，构建图、文、声

共同展现的智能手机用药提醒系统，提醒患者按

时服药，正确辨识药物，提高用药依从性与正确

性，由于采用手机 App 的方式，患者无需再花费

任何成本采购设备或仪器，就能够享受到高质量

的医学药学服务，有利于调动患者及其家属配合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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