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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药学专栏
PHARMACY

《医师报》药学专栏编委会学术会议长沙召开

破圈融合   打造药学发展新阵地

5 月 26 日， 在 全 国

编委会成员的见证下，中

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与

《医师报》社联合创办的

《医师报》药学专栏在湖

南长沙启航。

专栏由中华医学会临

床药学分会主任委员张玉

教授、副主任委员左笑丛

教授任主编，另有 10 余

位执行主编、30 余位副主

编以及近百名编委成员，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委会

团队。

 “作为行业专业媒体，

我们时常在思考，到底怎

么样做才能符合当今临床

医学发展，甚至如何能在

绩效国考的背景之下在专

科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

《医师报》社执行社长兼

执行总编辑张艳萍女士在

致辞中介绍，自 2007 年 1

月1日创办以来，《医师报》

已经开设了 30 余个专栏。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和

在座各位权威专家们携手

开启药学专栏建设。”

聘书发放仪式后，《医

师报》药学专栏编委会成

员就药学学科建设、特色

专科建设、医药 MDT 筹

备建设，药学人才培养、

临床药师基地建设经验、

驻科药师培养，药学科研

与成果转化、前沿发展、

科普宣传，药事管理、药

事服务实践以及合理用药

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为药学专栏后续内容规划

提出了宝贵意见。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璐）“我一直在思索，在《医
师报》成立药学专栏，对药
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会有
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它与我
们平时接触的专业期刊，又
会有怎样的不同？通过这个
传播平台，我们要去做些什
么？我想就是‘寻求破圈发
展’‘打破公众刻板认知’‘实
现药学学科发展新突破’！”
在《医师报》药学专栏的编
委会上，《医师报》药学专
栏主编、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副院长左笑丛教授如是说。

国家大力鼓励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其涵盖六国家大力鼓励药品临床综合评价，其涵盖六

个维度 , 即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个维度 , 即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创新性、

适宜性和可及性，而这就需要药学工作者和临床适宜性和可及性，而这就需要药学工作者和临床

医师进行深度融合。医师进行深度融合。

药师更关注药物的相互作用、不良反应、超

说明书用药，我认为药学专栏应在这一板块加强

建设，通过病例分析、行业对话等完成药师与医

师交流合作模式的探索。

近年来药学与临床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

多，比如药物浓度监测、基因检测项目以及肿瘤

药敏实验等。此次《医师报》为药师跟临床医生

之间的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对进一步提升药学

专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专栏副主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药学部  史琛

专栏副主编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药学部  伍俊妍

专栏编委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陈蓉

专栏编委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药学部  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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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专家寄语编委会专家寄语

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详细，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详细，

所以看起来医和药好像分开了，但其实它们的关所以看起来医和药好像分开了，但其实它们的关

系依然紧密的，如何精准提高药物疗效、减少不系依然紧密的，如何精准提高药物疗效、减少不

良反应，是医师和药师去共同达成的目的。良反应，是医师和药师去共同达成的目的。

专栏副主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吴晖

左起：刘东教授、李晓宇教授、赵青威教授、左笑丛教授、张艳萍女士、武新安教授、郭澄教授、李国辉教授左起：刘东教授、李晓宇教授、赵青威教授、左笑丛教授、张艳萍女士、武新安教授、郭澄教授、李国辉教授

要推进医药融合，要推进医药融合，

首要的是做好药学服务首要的是做好药学服务

转型，包括药品目录的转型，包括药品目录的

遴选、制定药品管理规遴选、制定药品管理规

范、加强患者用药监测、范、加强患者用药监测、

提供患者教育工作等。提供患者教育工作等。

通过专科临床药师加入通过专科临床药师加入

到临床，协助临床制定到临床，协助临床制定

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个体化精准治疗方案，

实现 1+1>2 的治疗效果。实现 1+1>2 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