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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 对病人所用的每一种药

物,或是所接受的每一种治疗方法, 都应该目标清

楚,方案明确。治疗目标应基于病人的需要和对治

疗的愿望,以及主治医生对治疗方案的评价。这种

评价是在比较不同治疗方案的风险和效益的基础上

进行的。

为了评价药物治疗方案的确切疗效和潜在作

用,应当制定相应的药物监测方案。对于同一类病

人,可以根据治疗目标给予最优监测方案的建议,如

基于循证的临床用药指南。但是, 不同个体对相同

药物剂量、给药方案的反应并不一致。因此,临床有

必要开展药物治疗方案监测,以评估药物在个体上

的疗效和副作用。据文献报道, 在美国目前已有

42. 9%的医院药师参与药物治疗监测,在这些医院

中有 56. 0%的病人接受过这些服务。然而, 其实际

数字会远远高于这些数据。因为权威数据显示,至

少有 52. 9%的医院开展了药代动力学监测, 67. 1%

的医院开展了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 1]
。这两项业务

属于药物治疗监测的业务范围。

药师对于制定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本文介绍的如何制定、实施和监测药物

治疗方案,或许对开展临床药学工作和推行临床药

师制度有所帮助。

1� 药物治疗方案的目的

在临床治疗中, 不仅负责治疗的医生需要考虑

用药目标,病人也在考虑药物的治疗目标。有时,医

生和病人的药物治疗目标是一致的, 有时可能不完

全一致。这涉及到治疗目标究竟是治标, 还是治本;

是考虑治疗的短期效果, 还是长期效果。病人通常

还会考虑自身对特定剂型、剂量的偏好,药物治疗费

用,以及其他与治疗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制定药

物治疗方案需要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伙伴关系,通

过沟通, 确定医患双方共同的治疗目标和评估标

准
[ 2]
。

美国药师 Murphy提出了有助于制定和监测药

物治疗方案的四条基本原则
[ 3]
: � 了解病人想要的

药物治疗结果和合理的治疗期;  评估所选药物治

疗方案与其他治疗药物, 或不用药物治疗相比的潜

在效力; ! 确定可以反映最佳治疗结果的监测参数,

如实验室检验、症状缓解等; ∀确定由药物引起的中

毒或不良反应的监测参数。他认为, 应用上述原则

仔细监测药物治疗方案, 更容易帮助医生和药师取

得药物治疗的最佳结果。

设计药物治疗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病人的生

命质量,实现治愈疾病, 消除或缓解症状,阻止或减

缓疾病进程,预防疾病或症状的作用。因此,在药物

治疗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病人出现的,与药物相关

的问题,以达到最佳药物治疗效果。通常,根据病人

的情况会出现的用药情况包括: � 无适应症用药;  
有相应适应症,但没有用药; ! 用错药品; ∀用药剂

量过小或过大; #没有服用恰当的处方药; ∃出现与

剂量无关的药物不良反应; %出现药物之间,药物与

食物,或药物与实验室检验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病

人的治疗开始时, 临床医生应该能够前瞻性地评价

上述的第 2条;或者回顾性地评估上述第 1条, 第 3

条至第 7条的用药情况。如果能够为病人制定可行

的药物治疗方案, 并在药物治疗过程中监测与病人

用药相关的问题, 就能降低相关药物问题发生的风

险。

长期以来, 药师一直在倡导他们在治疗中的专

业作用,那就是在恰当的时间,以准确的剂量, 提供

恰当的药物。而药学服务要求, 药师对药物治疗的

结果负责, 以改善病人的生命质量。因此, 制定、实

施和监测药物治疗方案是药师在提供药学服务过程

中应当开展的关键业务之一。

2� 药物治疗方案的内容和制定的步骤

2. 1� 药物治疗方案的内容 � 一个完整的药物治疗方

317药学实践杂志 � 2009年第 27卷第 4期



案应当包括: �疾病的诊断;  药物治疗目标; !治疗

药物的选择; ∀分析计算初始剂量; #制定给药方案;

∃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干预或处置; %治疗

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 &修订或更换治疗方案。由于

药物治疗存在个体差异,以及病人对治疗费用的承受

能力不同,因此应当在具体分析病人病情的基础上,

合理选择治疗药物和制定药物治疗方案。

2. 2� 制定药物治疗方案的步骤 � 美国临床药师

W inslade在开展药学服务步骤
[ 4 ]
的基础上,提出制

定药物治疗方案的具体步骤
[ 5]
: � 确定药师与病患

之间的契约关系,药师对患者的药物治疗结果负责;

 收集有关药物、疾病和病人的信息; !解释这些信
息,并确定所有与药物有关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按

轻重缓急排序; #确定哪些是与药物有关的问题,应

由药师负责; ∃确定这些由药师负责的、与药物有关

问题的预期结果; %将与药物有关的问题纳入治疗
方案中; &制定监测方案, 以评估是否达到预期的治

疗结果; ∋实施并遵循这个由预期治疗结果、治疗方

案和监测方案组成的药学服务计划。按照上述步

骤,可以帮助药师制定出一个有序的药物治疗方案,

并予以实施和监测。

在实际工作中, 制定药物治疗方案的关键可归

纳为三点:一是收集有关的数据或证据,如病史、症

状、病人用药史及效果等; 二是对这些材料进行评

估;第三,提出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方案。

美国医院的药师在实施和监测药物治疗方案

时,通常采用两种办法:一是把每一个病人的药物治

疗方案写在卡片上,使方案的每一个环节一目了然,

便于实施、监测和评估。二是对药物治疗方案的格

式和项目标准化
[ 1]
, 使药物治疗更加规范, 治疗效

果得到保证。

3� 如何实施和监测药物治疗方案

3. 1� 实施要点 � 按照药物治疗方案准确给药; 告诉

病人药物治疗方案的目标、预期效果和可能的风险;

与病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渠道, 及时获知用

药的反应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的实施应该建立在与临床医生合作的

基础上,药师可以帮助病人了解给药后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实施过程中, 药师对治疗反应的评价

同样会有价值。因为,药师能够从药物的体内作用、

药代动力学方面来解释药物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此外,药物治疗过程中的用药管理也十分重要。

例如, 病人的用药依从性如何, 病人是否按时服用准

确的剂量,药历记录是否及时和准确,给药过程是否

存在差错或遗漏等。除了通过查房观察、沟通印证

外, 有时还需要做实验室检验,以证实药物的治疗结

果。

3. 2� 监测要点 � 所谓药物治疗监测,就是获得和评

价临床指标及其他相关信息的过程
[ 6]
。为使药学

服务系统准确运作,监测工作必须是有计划的,明智

的、积极的、有协调的和有响应的。

常见的监测方法包括: � 简单方法,如询问病人

对于预期的药物治疗结果,现在的感觉怎样,是否感

觉到药物治疗中有什么问题。 复杂方法, 如血药

浓度检测、临床检验学检查、生化学检查、心电图检

查、超声影像学检查等。

对检查结果的评价是决定继续还是改变当前治

疗方案的关键要素。但是, 测得的结果并不总是能

准确地反映病人的真实情况。这就像临床医生常说

的, (要治疗的是病人, 不是实验室检验结果 )。因

此, 不应把与其他检查结果相反的结果,看得比常识

更重。临床医生如何决定病人的治疗结果, 应当是

对所有监测参数综合的解释, 而不仅仅是基于某些

实验室检验数据。

由于种种原因, 实验室检验和其他检测结果可

能会不准确,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异常的实验室

检验结果,或其他未曾料到的诊断结果,提供了评估

检验或检查是否准确的机会。

监测次数应该控制在一个能被接受的适当水平

上。因为,过多的监测不仅不会改善治疗结果,而且

增加费用。对于有些病例, 由于治疗方案的频繁更

改,过多的监测甚至会阻碍治疗的成功。对过度监

测的消极作用,已有多篇文献进行过讨论。例如,一

些专家对监测氨基糖苷类药物浓度的价值存有疑

虑, 而另一些人则建议制定指导原则,以确保对各种

药物进行适当的监测。

对药物治疗作用的监测频率,应随使用的药物、

疾病的轻重、病人的个体状态等因素而变化。通常,

病人的病情越严重,监测次数就越多;而长期治疗过

程中病情稳定的病人,监测次数不需要超过一年一

次。病人器官功能不良、药物治疗反应变化快,病情

不稳定的病人,需要每天不断地监测和评价。

3. 3� 治疗方案的调整 � 治疗方案的调整主要依赖

治疗过程中不断得到的反馈。通过治疗药物监测、

观测病人体征和询问病人感受等, 可以帮助医师确

定治疗是否达到目的, 是否存在问题。有时病人依

从性不好,或者护士给药出现差错,都会给临床医师

的判断带来不利的影响, 并可能误导治疗方案的调

整。因此,医生或药师查房时应尽量多与病人沟通,

交谈治疗的情况和结果, 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当检查报告得出异常的结果时, 必须对检测结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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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重新查对,甚至重新检查。一旦诊断结果

清楚, 治疗方案有效, 就能决定是否需要调整剂量、

增加或删除药物。调整方案是根据诊断结果、药效

学反应和病人的整体情况做出的。

4� 结语

制订、实施和监测一项药物治疗方案的标准方

法是: 确定病人的问题所在, 明确治疗的目标; 在可

获得的治疗药物中选择已知,或可能对患者有效的

药物, 决定一个初始的经验剂量和疗程;然后开始治

疗。下一步,就是通过治疗结果监测来评估病人是

否对药物产生适当反应且没有出现毒性反应。对于

那些反应不是最佳, 但没有出现重要的药物毒性迹

象,且现有治疗方案有效的病人, 可以增大剂量,添

加药物,或使用替代药物。对于有些病例,也完全有

可能减少剂量。对于那些有治疗效果, 但出现严重

毒性反应的病人, 可以减少剂量或改变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过程需要在调整中不断的循环往复。

药物治疗方案的制订、实施和监测,为个体病患

及病患群体的药物治疗, 提供了理性的方法。运用

各类标准、表格和软件, 可以便于治疗方案的管理。

用理性的方法去照顾病人, 有助于改善他们生命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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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定、实施和监测药物治疗方案 (试题 )

1. 医生和病人的药物治疗目标可能存在差异的原因有 (多选 )

A. 治标还是治本 � � � � � B. 更重视短期效果还长期效果 � � � � � C. 病人的个人用药偏好

D. 药物治疗费用 E. 医患间的沟通

2. 美国药师 Murphy提出的关于制定和监测药物治疗方案的基本原则有 (多选 )

A. 了解病人想要的药物治疗结果和合理的治疗期

B. 评估所选药物治疗方案与其他治疗药物相比的潜在效力

C. 确定可以反映最佳治疗结果的监测参数 � � � � � � � � � � � � D. 评估不同治疗阶段的用药费用

E. 确定由药物引起的中毒或不良反应的监测参数

3.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可能阻碍达成最佳药物治疗结果的因素有 (多选 )

A. 无适应症用药 B. 用药剂量过小或过大 � � � � � � � C. 有相应适应症,但没有用药

D. 用错药物 E. 出现与剂量无关的药物不良反应

4. 在病人的药物治疗开始之前, 临床医生需要对哪个因素进行前瞻性评估 (单选 )

A. 无适应症用药 B. 用药剂量过小或过大 C. 有相应适应症, 但没有用药

D. 用错药物 E. 出现与剂量无关的药物不良反应

5. 在病人的药物治疗开始之前, 临床医生需要对哪些因素进行回顾性评估 (多选 )

A. 无适应症用药 B. 用药剂量过小或过大 C. 有相应适应症, 但没有用药

D. 用错药物 E. 出现与剂量无关的药物不良反应

6. 制定一个完整的药物治疗方案,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多选 )

A. 疾病的诊断 B. 药物治疗目标 C. 治疗药物的选择

D. 治疗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 � � � � � � E. 对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干预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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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治疗药物的选择和药物治疗方案的制定 (多选 )

A. 病人的具体病情 B. 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C. 医院的规章制度

D. 药物在个体上的差异 E. 医生的处方偏好

8. 美国药师W inslade认为,在制定药物治疗方案时,首先应该 (单选 )

A. 收集有关药物、疾病和病人的信息 � � � � � � B. 确定哪些与药物有关的问题, 应由药师负责

C. 将与药物有关的问题纳入治疗方案中 � � � � D. 制定监测方案,以评估是否达到预期的治疗结果

E. 确定药师与病患之间的契约关系,药师对患者的药物治疗结果负责

9. 在临床治疗中,制定药物治疗方案的关键是 (多选 )

A. 收集有关的数据或证据 � � � B. 对有关材料进行评估 C. 确定医患间的伙伴关系

D. 了解病人的治疗预期 � � � � E. 提出有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方案

10.实施药物治疗方案的要点有哪些 (多选 )

A. 按照药物治疗方案准确给药 � � � � � B. 告诉病人药物治疗方案的目标、预期效果和可能的风险

C. 与病人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和沟通渠道 � � � D. 及时获知用药的反应并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E. 告知病人药物治疗的最佳预期

11.药师对治疗反应的评价,对临床医生实施治疗方案很有价值,其原因是 (多选 )

A. 药师能够从药效学方面来解释药物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B. 药师能够从药代动力学方面来解释药物的效果和不良反应

C. 药师能够否定临床医生的处方 � � � � D. 药师能够给予医生更多的药物选择建议

E. 药师对病人的影响力更大

12.在药物治疗过程中,常见的用药管理内容有 (多选 )

A. 病人的用药依从性如何 � � � � � � � B. 病人是否按时服用准确的剂量

C. 药历记录是否及时和准确 � � � � � � D. 给药过程是否存在差错或遗漏

E. 实验室检验数据是否异常

13.下列哪些是监测药物治疗方案常用的简单方法 (多选 )

A. 询问病人用药后的反应 � � � � B. 询问病人的治疗预期 � � � C. 询问病人对现治疗状态的评价

E. 询问病人感觉到的药物治疗中的问题 � � � � � � D. 询问病人的患病史

14.下列哪些是监测药物治疗方案常用的复杂方法 (多选 )

A. 血药浓度检测 � � � � � � � B. 临床检验学检查 � � � � � � � C. 生化学检查

D. 心电图检查 E. 超声影像学检查

15.哪些因素会影响对药物治疗的监测次数 (多选 )

A. 选择何种治疗药物 B. 病人病情的轻重缓急 C. 病人身体机能的稳定性

D. 病人的患病时间长短 E. 病人的经济条件

16.是否调整治疗方案,需要根据哪些条件做出 (多选 )

A. 病人的依从性 B. 药效学反应 C. 观察病人的体征

D. 询问病人的感受 E. 实验室检验结果

(上接第 260页 )

[ 2 ] � 赵秀丽,陈大为,胡海洋,等. RP�HPLC法同时测定血浆中布

洛芬丁香酚酯和布洛芬的含量 [ J] .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008, 1( 1 ): 60.

[ 3 ] � 刘建芳,邓 � 鸣,赵春丽,等. 布洛芬缓释胶囊的人体相对生

物利用度 [ J] .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03, 19( 2) : 113.

[ 4 ] � 吴琳华, 赵红光, 樊宏伟, 等. 多剂量口服复方布洛芬控释

片与普通片的药代动力学及相对生物利用度 [ J] . 中国临床

药理学杂志, 2001, 17( 2 ) : 129.

[ 5] � 赵 � 侠, 孙培红, 周 � 颖, 等.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人血清

中布洛芬浓度 [ 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04, 20( 4 ): 295.

[ 6] � 王润玲, 张庆伟, 杨金荣, 等. 精氨酸布洛芬糖浆与布洛芬

片剂人体药动学及生物等效性比较 [ J]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

志, 2006, 25( 1) : 52.

收稿日期: 2009�03�16

320 Joum a l o f Pharm aceutica l P ractice Vo.l 27 2009 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