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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药学服务品质   提升药学服务价值
开展有需求、有标准、可量化的创新性药学服务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王璐）今年 2 月，湖北省医保局、卫健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新增“住院诊查费（药学加收）”“抗药抗体浓度测定”项目，并集中公布 10 余项现行湖北省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向合理体现药学服务

技术劳务价值、促进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迈出扎实一步。

目前，包括湖北省在内，我国有六省（福建省、河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山东省）出台了药学服务收费相关的政策文件。“要想通

过价格来体现药学服务的价值，首要的是开展有需求、有标准、可量化的创新性药学服务。”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候任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教授在分享中如是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在国内药学创新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典范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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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所需应时代所需    药学服务理念逐步完善

顺国际趋势顺国际趋势    药学服务价值亟待进一步明确

打铁还需自身硬打铁还需自身硬
创新药学服务是立足之本《2022 年我国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我国公立医院人员人

数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

78%、床位占比近 70%、业

务量超过 80%，公立医院

是我国医疗工作的主体。

此外，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是一个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

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

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

助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

2015-2021 年， 我 国 医 保

目录内药品使用量占比由

87.7% 上升至 91.4%，药品

支出金额由 76.1% 增长到

了 84.5%。“如何让有限

的医保资金池可以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

求”“如何控制药品的成

本属性、提升药品治疗属

性”是所有医务工作者应

当思考的问题。

作为提供药学服务的

重要医务人员，药师是参

与临床药物治疗、实现安

全有效经济用药目标的专

业队伍，提供高质量药学

服务是其职责所在。

“中国医院药学的发

展经历了３个阶段。”一

是在药品匮乏、品种单一

的背景下，药剂科的主要

任务是如何“找药”——

通过药品调剂、制剂研制、

生产等弥补临床药品匮

乏；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到 20 世纪 90 年代，药品

市场放开，药品从过去供

不应求变成供大于求，同

时，在“以药养医”的政

策驱动下，药剂科主要任

务转为如何“进药”——

医院药品管理工作逐步规

范，药学部开始开展制剂

组方、稳定性相关研究，

并初步开展治疗药物监

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与

报告等临床药学工作；三

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

国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

品加成后，药品的治疗属

性再次得以凸显，临床药

学学科迅速发展，如何保

障药物用得安全、用得有

效且经济适宜成为药学

工作重点内容。

2013 年的世界药师大

会指出，“没有费用的药

学服务不可持续”。药学

服务的价值需要通过收费

项目来实现。张玉教授介

绍了国际上有关药学服务

的收费项目，包括药品调

剂、住院药学服务、静脉

药物调配（PIVAS）、药

物治疗管理（MTM）以

及居家药学服务，不同国

家的收费方式各有标准，

以药品调剂为例，日本按

处方数张数、美国按诊疗

人次、澳大利亚按药品剂

型、南非按照处方价格、

法国按照药品数量等。

2021 年， 我 国 出 台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药

学门诊服务规范等 5 项规

范 的 通 知》， 明 确 药 学

门 诊、 药 学 监 护、 药 物

重 整、 用 药 教 育 和 居 家

药学服务的对象、内容、

流 程 及 质 量 评 价 标 准。

《全国医疗服务项目技

术规范（2023 年版）》出

台， 国 家 层 面 首 次 纳 入

药师门诊诊察、处方 / 医

嘱 药 品 调 剂、 住 院 患 者

个性化用药监护等药学

服 务 项 目， 明 确 技 术 难

度、 人 力 消 耗、 风 险 程

度， 为 制 定 药 学 类 医 疗

服务项目价格奠定基础。

在 此 基 础 上， 部 分 省 份

展开药学服务收费探索，

然而目前，我国药学服务

收费仍只在少数省份开

展，各省份间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存在一定差异，

多数项目尚未纳入医保。

“推进收费服务规范

化、标准化、同质化，是

药学服务收费项目得以落

地执行和推广的关键。”

张玉教授进一步分享了在

这些方面取得的工作成

绩：为进一步规范“住院

药学诊查费（药学加收）”

项目开展，湖北省卫健委

委托湖北省临床药师培训

管理中心组织全省专家共

同讨论、建言献策，制定

并发布《湖北省医疗机构

住院药学诊查服务技术规

范（试行）》，进一步保

障服务规范化；中国药学

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发挥学术团体专业优势，

聚焦药物治疗领域新药、

新技术使用，结合专病、

特殊人群用药特点，组织

编写药物治疗相关指南、

共识及团体标准，保障专

科药学服务标准化；撰写

临床药师师资培训教材，

引入全新教学方法，加强

药师岗位培训，提升药师

岗位胜任力，保障服务水

平同质化。

药学服务收费是社会对药

学服务价值的认可，也是未来

药学服务创新的基石，只有通

过不断通过服务创新，药学服

务价值才能持续彰显，医院药

学队伍才能长足发展。如何利

用收费政策进一步推进工作并

争取更多项目，值得我们思考

和共同探索。

一 项 我 国 1304 家 医 疗 机

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药学门

诊开展率为 35.5%，其中仅有

10.8% 的药学门诊有收费。

张玉教授分别以咳喘药学

门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药

联合门诊为案例分别介绍了药

学门诊标准建设、医药联合门

诊服务流程及内容的规范，对

提高药学门诊服务效果的重要

意义；通过药师参与老年患者

住院药学监护改善多重用药问

题以及基于移动 +MTM 癌痛两

个案例，介绍了住院药学服务

的新模式；通过分析药师开展

伏立康唑 TDM 全程化管理、基

于基因组学指导氯吡格雷个体

化剂量调整、实施心脏移植患

者他克莫司模型引导的精准用

药等服务，介绍了个体化治疗

技术向临床转化的成功案例。

现在，药学服务已经深入到门

诊、住院患者药物治疗的方方

面面。相信未来医院药学通过

不断服务模式创新、服务内容

拓展、服务内涵提升，使得药

学服务价值进一步彰显，从而

更好地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

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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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医药融合，就要从教育抓起。目前药学教育与临床尚显脱节，相较于药学、

化学等方面知识，对病理生理等临床知识的教育尚且不足，只有补上这一部分，让药师

可以带着临床思维去思考问题才能促进药学更好地融入临床。

专栏编委

湖南医药学院总医院  史志华

药学学科发展当前面临几个挑战：一是药学处

在学科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机，然而社会对

药学学科的认知方面仍存有偏差，没有认识到药师

对合理用药管理的重要作用；二是临床药师如何提

高自身能力，继而为患者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三

是如何推动药师的服务工作通过相应的绩效体现出

来，国家去年提出了药事服务收费的要求，但是具

体如何细化收费标准、如何提供更加符合收费的服

务项目，也是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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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医院 钟诗龙

希望药学专栏多报道一些医院药学的最新发展前沿，让广大医院药学同仁明确自己

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此外，我还希望专栏能对医院药事管理、药学服务方面的一些

新举措、新方法、新途径多进行一些报道，让全国医院药学同仁有渠道学习这些先进的

理念和方法，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真正为患者安全用药结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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