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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院药剂科创新全媒体公益宣传

开展公益培训 普及合理用药理念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生病之后输液，可以使身体较快

地痊愈，因此更愿意接受输液这种用药方式。其实这种
理解并不正确，用药的关键不是快速起效，而是安全合
理，即能够口服药物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够通过肌肉
注射药物，尽量不输液。为了推广合理用药理念，上海市
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六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不
仅对医护团队进行专业培训，还进行了全媒体公益宣
传。其中，他们制作的公益海报“输液”获得了“健康中
国，美丽上海”公益广告大赛铜奖。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六院非常重视科普，医院每个临
床科室都有科普指标。主任医师和
副主任医师会定期到社区为居民做
健康方面的公益宣讲。此外，医院里
设有市民健康中心，会定期开展科普
宣讲，让门诊病人在等待时间里，可
以去市民健康中心聆听公益讲座。

用药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随着
医改深入，卫生部门提出了药品零加
成、合理用药等概念。重视科普工作
的六院便从这一热点切入，开展了合
理用药理念的公益推广。

这是六院在输液主题的科普延
伸。据了解，他们从纪录片《急症室
故事》放映之后，开展了一系列社会
化应用，包括推出“大医小护”公众微
信平台、参加科普比赛等等。在科普
比赛中，医护人员排练的输液主题小
品《今天，你“输”了吗》广受好评。

考虑到现在注重全媒体宣传，医
院在合理用药方面，已经有了影视和
微信的推广，再加之平面海报，就能实
现多方位的宣传效果，于是六院药剂
科推出了合理用药主题的公益海报。

微信、小品、海报
全媒体普及合理输液概念

“输液不能治百病”、“能口服不
肌注，能肌注不输液”这是公益海报
上的两句标语。

紧随其后的是一段注解：输液在
医学上属于侵入性操作范畴，等于一
次小手术，注射液中的不溶性微粒进
入血液循环，极易出现肉芽肿、肺水
肿、静脉炎症和过敏反应。如果患者
的肠胃功能正常，口服药物应该是第
一选择，只有在患者出现了吞咽困难
和严重的吸收障碍时，才应该选择注
射治疗。

六院药剂科主任医师陆瑶华告
诉记者，这是一个合理用药的原则，
因为药物吸收有不同的途径，包括口
服、肌注和静脉。每种药物特性不
同，有的只能口服，有的既能口服，又
能静脉输入……而病人通常在两种
情况适合输液，一种是在急救情况
下，用静脉输液或者肌肉注射的方法
达到抢救效果；另一种就是药物只适

合用于输液，不可以口服。
但大多数市民对用药方式存在

误区，很多人认为通过输液和肌注
的方式，吸收起来更快。对此，陆瑶
华表示，这两种方式确实吸收很
快。“但药物具有两面性，可以说是
一把双刃剑，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
会带来一定副作用。而输液的副作
用可能更多一些，国家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系统会通报年度用药的误发
生率，其中最高的是静脉用药，以静
脉注射制品为主。”

这是因为通过静脉输入的药物
产品，制作工艺相当复杂，对于生产
的要求很高，病人可能会发生由生产
供应问题造成的不良反应。而且通
过静脉输入的药物可以非常快速地
进入人体，发生的不良反应也最为致
命，并且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输液在
快速致效的同时，也容易在较短时间
内带来不可避免的潜在问题。

处于急救和药物
只不适用口服时适合输液

如今，医药界讲究合理用药，它
的概念为“安全、合理、有效”。其
中，安全最为重要，陆瑶华打比方
说：“安全就好似是100数字里的1，
没有了最前面的1，后面有再多的0
也无效。”如果病人因为不合理用药
出现问题，不仅原本想要取得的效
果实现不了，还会带来不可预计的
身体和精神伤害。

中国是输液大国，国家发改委统
计表明，我国人均每年输液8瓶，而
国际上人均每年输液的平均水平是
2.5 到 3.3 瓶。我国有 13 亿以上人
口，按照人均8瓶的数字，输液的基
数非常大，其中存在风险，可能导致
一些潜在问题。

对此，卫生部门提出了合理用
药理念。医改措施推出后，对于门

诊输液具有限制性，很多地区的门
诊停止输液，从而改变患者观念上
的误区。

因为相对而言，门诊病人的病情
并不是十分危重，可以通过口服药物
的方式治疗。除非是急救病人，医生
会在安全、有效的情况下为病人选择
相应的产品，但在临床实际中，还是
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用药现象。

六院在两年前，通过统计发现，
医院输液中存在不合理用药的情况
达到约17.42%。院方分析认为，其
中既有医护团队的原因，也有患者方
面的原因。陆瑶华分析说：“一方面
可能是医生经验用药，另一方面是患
者存在错误观念。此外，在专业方
面，还有患者之间的个体化差异、护
士的照护不够等问题。”

全国每年人均输液8瓶
患者用药误区急待改善

为了提升医院的合理用药，六院
药剂科将推广合理用药作为医院的
品管圈项目，以降低输液的不合理用
药为抓手，目的在于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和患者看病的满意度。

药剂科是输液的配置中心，在医
院急症诊部的领导下，他们到相关的
急诊科室开展公益培训，让更多医护
人员了解输液和抗菌药物的情况。
考虑到急诊用到的抗菌药物最多，药
剂科便结合国家抗菌药物的管理原
则和措施，在医院信息科的帮助下，
设计了专业软件，用信息化手段告诉
医生如何选择合理的药品，如何进行
配置和输注。让医生在药学背景下，
了解输液的风险，并且通过医生，向
患者传递用药知识，降低患者在用药
方面的误解。同时，药剂科的配置人
员也可以通过软件学习专业知识，例
如配伍禁忌表、稳定性研究等等。

此外，药剂科的工作人员还为护
理部的同事提供公益培训。“通过团
队合作的模式，打造合理用药的平
台。”陆瑶华说，“不同专业岗位的关
注点不同，医生关注的是临床诊断，
但对于药物的特性、相互作用、配伍

禁忌和稳定性等专业知识不一定了
解。”这就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为此药剂科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各个
科室，解决医护团队在合理用药方面
的问题。

养成习惯很容易，纠正起来却很
难。作为药师，要用专业知识和病人
解释，与医生探讨。通过努力，六院
的不合理用药率下降到10.6%左右，
初步达成目标。

如今，有关合理用药的工作还在
持续推进。陆瑶华感慨地说：“合理
用药平台的建立很重要，医生、药师
和护士是一体的，大家都有责任和义
务做好安全合理用药工作。既为自
己负责，也为老百姓谋福，这是医护
团队社会责任的体现。”

现在药师这一职位正在逐渐转
型，卫生部门提出了临床药师概念，
即药师要参与到临床医学治疗团队，

“将来药师不只在医院的药剂科发
药，而是成为药学服务的提供者，是
医护团队里不可或缺的一员。”陆瑶
华说，“随着分级诊疗的开展，药师还
可以到社区中开展公益服务，为居民
讲解如何合理用药。”

公益培训、开发软件
提升合理用药理念

六院药剂科全体医师合影。 受访者供图

医护团队进行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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