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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

大力发展药学  提升临床服务效能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裘佳）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临床药学学科的

发展已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通过发挥药师的专业技能，融入医疗多学科团队，

增强患者的管理，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持续改进，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发挥临床

药学学科的价值引领作用。随着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医疗需求的日益增长，临

床药学学科在公立医院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如何做好临床药学学科建设？《医

师报》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学部主任鄢丹教授、广东省人民医

院药学部主任钟诗龙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主任吴晖教授、空

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药剂科副主任杨奇教授带来他们的思考和经验分享。

“医院药学转型已

迫在眉睫，医药融合是医

院药学学科发展的重要

切入点。”鄢丹教授表示，

相较于高校、科研院所，

医院药学的优势在于更

贴近临床，可从临床挖

掘临床相关的科学问题。

因此，临床药学人员可主

动参与更多临床工作，特

别是参与查房、临床多学

科会诊等。鄢教授表示，

医院药学科研是药学转

型过程中的驱动力之一，

尤其对于医院药学来说，

兼顾着临床信息的获取

和基础科研的融合。

“基于此，应积极申

请经费支持，保障医院药

学学科建设的持续性。比

如血药浓度监测等都是与

临床结合的，给临床解决

问题的，这样的合作中大

量的样本、临床资源的共

享，更好地推动医院药学

学科的发展，从长期来看

是非常有益的。”

此外，鄢教授表示，

在医院制剂方面，目前

也在探索如何把特色品

牌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

北京友谊医院目前申请

了 “友谊小耀”的商标，

有利于建立特色品牌，

增加临床药学的内涵和

附加值。

专业学科发展是医

院高度发展的关键，药学

学科建设是提升医院水

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杨

奇教授表示，学科发展

首先要把优势技术做好，

对短板进行补齐。如何

做好优势技术的进一步

提升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药学基础研究做得比

较好的情况下，如何将

基础研究进一步转化便

是提升的一个切入点。”

根 据 职 能 转 变、 患

者需求进行医院制剂的

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们医院药学面

向全军卫勤服务的需要，

我们正逐步在原有基础

上拓展一些例如高原反

应防治、抗疲劳、神经

晕 动 症 方 面 的 药 物 研

发。”科室如今也抓住

了医生药师做科普的需

要 和“ 潮 流”。“ 药 学

科普在帮助药学人员快

速实现自己价值，快速

提升药学人员自信心的

同时，可以提高公众合

理用药素养，药物治疗

效果也得以提升。”

杨 教 授 认 为， 从 药

学学科建设角度来说有

四个主要的方面：第一，

要依托信息化全面提升

药事管理服务体系的模

式；第二，依托智慧功

能建立新型的药品保障

供应体系；第三，探索

个体化药物治疗的临床

药品服务体系；第四，

基于临床和个体需求，

为突破现有疾病治疗的

限制，积极推动新药创

新发展。

鄢丹  积极参与临床科研  拥抱药学转型

杨奇  学科建设的“扬长避短”

钟诗龙  三方面着力开展药学学科建设

吴晖  贴合需求  做好临床服务与科研创新

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对

药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

要求。钟诗龙教授认为应该

从三方面进行着力。首先，

药品供应是基本的保障，

如何从这项繁琐的工作中

走出来，实现智能到智慧

药房的建设对于提高效率，

减少差错，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医药融合的角度，

除了本身临床药师下临床，

药剂科包括配药、一线药师

也要下临床、下基层，以便

有更大的人员参与到临床医

药合作中。除了纵向的科室

做深，横向可以开展全院跨

科室发展，如在广东省人民

医院，临床药师就参与了全

院夸科的血糖管理和疼痛管

理，增加临床药学对全院建

设的参与度。

最后在人才培养方面，

需要有一些项目、科研的

方向进行推动，立足本院

优势学科进行科研发展，

以项目培养人才，同时做

好个人的发展规划，个性

化培养也非常重要。

新时代医药领域政策

的变化促进了药学的转型，

如何快速转型，推动药学

学科建设是摆在科室主任

面前的重要议题。

吴晖教授表示，目前药

学学科建设处于初级阶段，

处于一个还需要获得大家认

可的阶段。因此，跟临床

专科相比，在这个阶段应该

从更加贴合临床和患者需求

的角度开展工作，优化药事

管理、精准药学服务，找到

科研的方向进行转化。吴教

授认为，科研的方向很多，

服务于临床和患者最重要的

还是提高疗效，降低药品不

良反应，减少药物费用的支

出，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开展

科研，优化制度、改善流程、

提升药学专科建设能力。“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从关注药

品不良反应角度，减少药品

肾脏损伤，通过这个开展相

关科研，再转化为 APP，获

得科研成果的同时更多的参

与临床具体实践，是值得学

习的非常好的模板。”

简化评估工具大幅提升腹股沟疝术后静脉血栓预测简化评估工具大幅提升腹股沟疝术后静脉血栓预测
日前，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临床药学院林

厚文、顾智淳团队联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

王明刚、刘雨辰团队，

在《国际外科学杂志》

发表一项前瞻性、多中

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该项研究创建了简化静

脉血栓栓塞症（VTE）

风险评估工具，显著提

升了我国腹股沟疝术后

VTE 预防抗凝率。（Int 

J Surg.6 月 4 日在线版）

开 发 适 应 病 种 的

VTE 风 险 评 估 工 具 对

于实施有效的预防策略

至关重要。临床常用的

Caprini 评分（包括 39 个

因素和附加风险）复杂

且难以操作，实际应用

环境中医务人员费时费

力。为简化 VTE 风险评

估工作，提升 VTE 风险

评估率和准确率，团队

前期依托 CHAT-1 数据，

设计多中心 RCT 研究验

证新模型的可行性、明

确新模型 , 对于预防抗凝

率、VTE 事件、出血事

件等关键性指标的促进

作用，进一步提升 VTE

管理质量和效能。

该项 RCT 研究纳入

2020 年 6 月 1 日 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中国 9

家中心的 1109 例腹股沟

疝气患者，随访 28 d 结果

显示：相较于 Caprini 评

分的传统评估模式，采用

新型评估工具可显著提升

整体患者（57.3%与9.55%）

和高危患者的预防抗凝率

（26.2% 与 6.0%,），明显

缩短 VTE 风险评估时间

（1.39 min 与 5.73 min），

并 不 增 加 VTE 事 件 率

（P=0.268）和任意出血

事件率（P=0.558）。

形成静脉血栓栓塞症科学管理新范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林厚文

腹股沟疝修补术是世界

范围内最常见手术之一，每

年约 2000 万例手术。VTE 是

潜在的严重术后并发症，也

是外科患者围手术期非预期

死亡的第一大原因。国家卫

健委已连续 4 年将“提高静脉

血栓栓塞症规范预防率”列

为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

标，但我国 VTE 预防实施率

仅 30%，依据指南实施的规范

预防率更低于 1%，VTE 相关

肺栓塞死亡率未出现拐点，医

疗和经济负担沉重。改进现

有管理模式，探索适应病种

的精细化管理方向，对有效提

升规范预防率，降低我国 VTE

事件率和死亡率意义重大。

该研究创建了一种新型

简化 VTE 风险评估工具，

并以 RCT 研究方式首次在

中国腹股沟疝患者的围术期

VTE 防治工作中获得验证，

明确了新工具的临床可行性，

提高外科围术期 VTE 预防抗

凝率，形成了 VTE 科学管理

新范式，开拓适应病种的精

细化管理方向，提升了 VTE

管理质量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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