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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 藥師提供照護，讓病人的藥品使用最適化，並改
善健康相關成效

• Pharmaceutical care is the pharmacist’s contribution to 
the care of individuals in order to optimize medicines 
use and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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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定義 by ASHP (美國醫事機構藥師學會)

有責任的提供藥物治療以得到具體的成效，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這些具體成效包括

(1) 治癒一種疾病，
(2) 消除或減緩一個病人的症狀，
(3) 阻止或減緩一種疾病的進程，
(4) 預防一種疾病或症狀。

" Pharmaceutical Care is defined as the responsible provision of drug therapy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definite outcomes that improve a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These outcomes are:

(1) cure of a disease, 
(2) elimination or reduction of a patient's symptomatology, 
(3) arrest or slowing of a disease process, or 
(4) prevention of a disease or sympto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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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的主要元素與基礎

• 主要元素
• 藥品相關

• 辨識潛在與實際發生的藥品相關問題
• 解決實際發生的藥品相關問題
• 預防潛在的藥品相關問題

• 照護
• 成效
• 生活品質

• 基礎
• 信守與病人及醫師承擔相同責任的信念與承諾，讓藥物

治療得到最佳的成效
• 奠定專業與病人的信賴關係
• 有計畫、介入處置與成效之正式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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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服務vs.藥事照護

• 藥事服務
• 藥品選擇與採購

• 藥品儲存

• 處方審查

• 藥品調劑與製備

• 用藥指導

• 藥事照護
• 病人諮詢

• 用藥連貫性

• 連續用藥/處方審查

• 參與醫療團隊提供建議
及藥品相關諮詢

• 療效及副作用監測

• 疾病管理治療相關教育



藥事照護

• 疑義藥方數
• 用藥配合度
• 藥品不良反應發生率
• 醫療人員接受率
• 治療成果(如INR達標率)
• 臨床成果(死亡率、住院天

數、再住院率、急診來訪
率等)

• 經濟效益
• 生活品質

提供者
• 藥師
• 其他醫療

專業
接受者

• 病人
• 病人家屬
• 主要照顧者

主題
• 藥品
• 藥物治療
• 醫療設備
• 藥品相關

需求
• 衛生保健
• 疾病預防

介入

成效
• 病人諮詢
• 用藥連貫性
• 連續用藥/處方

審查
• 參與醫療團隊

提供建議及藥
品相關諮詢

• 療效及副作用
監測

• 疾病管理治療
相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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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 70歲男性，過去病史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及慢性
阻塞性肺炎，此次因敗血性休克入住加護病房治
療，目前已插管並接受升壓劑及連續性靜脈替代
療法治療，使用藥品如下

• Cefepime 1 g IV qd
• Vancomycin 1 g IV qd
• Dopamine 400mg/250 mL, 20 mL/hr cIF
• Morphine 100 mg cIF qd with titration
• Nutriflex 1000 mL cIF qd
請問藥師針對病人目前狀況，有何建議?



藥事介入種類‐建議處方

• 用藥劑量/頻次問題

• 用藥期間/數量問題(包含停藥)
• 用藥途徑或劑型問題

• 建議更適當用藥/配方組成

• 給藥問題(速率、輸注方式、濃度或稀釋液)
• 適應症問題

• 用藥禁忌問題(包括過敏史)
• 藥品併用問題

• 藥品交互作用

• 疑似藥品不良反應

• 藥品相容性問題

• 不符健保給付規定

• 其他



藥事介入種類‐
建議處方,用藥劑量/頻次問題



藥事介入種類‐
建議處方,建議更適當用藥



藥事介入種類‐主動建議

• 建議用藥/建議增加用藥

• 建議靜脈營養配方

• 用藥劑量/頻次問題



藥事介入種類‐
主動建議, 建議增加用藥



藥事介入種類‐建議監測

• 藥品療效

• 藥品不良反應

• 藥品血中濃度



藥事介入種類‐
建議監測,藥品血中濃度



藥事介入種類‐用藥連貫性

• 藥歷審核與整合

• 藥品辨識/自備藥辨識

• 病人用藥遵從性問題



藥事介入種類:
用藥連貫性



藥事介入成效

Intensive Care Med 2003;29:691–698

• 臨床成果
• 減少用藥疏失、可能發生的不良反應(ADR)及住院天
數等等

• 節省花費
• 直接的藥費節省

• 例如用藥劑量/頻次問題、用藥期間/數量問題、用藥途徑或
劑型問題、適應症問題及藥品併用問題等，可以保守計算
一天節省相關藥品花費。

• 間接的醫療費用節省
• 減少ADR導致的住院所衍生的花費



藥事介入成效‐間接醫療費用節省

Medicine 2017;96(34):e7883

• 每個ADR可延長住院天數2天
• 加護病房病房費約7000元/天
• 根據不同藥事介入，若未介入發生ADR的機率(P)
為0/0.01/0.1/0.4/0.6

• 預防ADR的件數 = P*N (介入件數)
• 醫療費用節省 = 2*7000*P*N



未介入發生ADR的機率



Medicine (Baltimore) 2017;96:e7883



總住院人次：813
總處方數：39256 筆
藥師介入修改處方件數：824
主動建議數：37
直接藥費節省：52,072
間接藥費節省：3,383,700
平均住院天數：13.22
Benefit/cost ratio: 4.29

總住院人次：937
總處方數：40580 筆
藥師介入修改處方件數：1977
主動建議數：253
直接藥費節省：144,138
間接藥費節省：7,342,200
平均住院天數：11.10
Benefit/cost ratio: 9.36



藥師抗凝血門診



目標值70%
目標值100%

* *

* 臺大臨藥所碩士論文 (周等人)



高滿意度
病人對疾病及

warfarin的認知
程度顯著進步

病人對本院創新之抗凝血藥
品共同照護模式感到非常滿
意。得分為 4.57± 0.50 (滿
分為5分), N=49。

病人對warfarin的認知程度及格
率，從 19.1% 增加為 74.5%
(p<0.0001)，N=47。
進步率為290%。



遞增成本效果比值(ICER) < 1 國民生產毛額(GDP)
藥師抗凝血門診非常符合經濟效益。

ICER: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s;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8;117:235‐243

藥師介入老人用藥整合門診，能顯著的減少醫療支出
Benefit/cost ratio = 3.53:1



用藥安全

增加藥品療效
減少用藥疏失、藥品不良反應及相關醫療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