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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左笑丛教授介绍，在药学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今天，

药师通过核心技能驱动、

创新技术引领，为患者提

供精准用药和全病程药学

服务。而加快药学服务高

质量发展，数智化技术的

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即将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融入

临床药学实践，提升药师

的工作效率，推动个性化

医疗发展，使药物治疗方

案更加精准和科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

加快建立健全药品临床综

合评价标准规范和工作机

制，不断完善国家药物政策，

提升药品供应保障能力，

促进科学、合理、安全用药。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数字化

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应用积

极响应了相关工作部署。

该平台集多功能于一体，

用于开展药品临床综合评

价工作，具有评价项目管

理、智能化构建评价队列、

电子化快速获取真实世界

数据等功能，尤其重视真

实世界数据的质量，便于

开展数据质量控制，保障

数据的可溯源性，对规范、

科学、合理地设计并实施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研究，

推动真实世界数据在药品

临床综合评价中的使用方

面有重要意义。

左笑丛表示，我们需

积极拥抱科技进步，用数

智化赋能，创新服务模式，

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质量，

提升专科能力，更好地服

务患者和社会。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责任编辑：王璐
美编： 杜晓静
电话：010-58302828-6868
E-mail：ysbwanglu@163.com2024年 8月29日

13药学专栏
PHARMACY

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药学专栏

药学专栏编委会

主       编：张　玉　  左笑丛

执行主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婧雯　   吕永宁　   刘　东

李晓宇　  何金汗　   张伶俐

林厚文　  赵志刚　  赵青威 

赵荣生　   唐可京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庆　   卞晓岚　   卢晓阳

史　琛　   冯　欣　   伍俊妍

刘　韶　   刘　璐　   刘丽宏

李　明　   李正翔　   李朵璐

李智平　   李国辉　   杨　勇

杨建华　   吴　晖　   邱　峰

张　兰　   张　健　   张抗怀

武新安　   金鹏飞　   周　颖

封卫毅　   钟诗龙　   姜　玲

原永芳　   郭　澄　   郭玉金

黄　萍　   黄品芳　   黄振光

彭向东　   董亚琳　   鄢　丹

肇丽梅　   戴海斌

执行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　倩　   于鲁海　   王　勇

王　涛　   王亚峰　   王建华

王景浩　   方　罗　   龙明辉

史志华　   冯立红　   朱建国

刘　华　   刘　耀　   刘代华

刘安昌　   刘茂柏　   闫　虹

孙　红　   阳　波　   李　忻

李　俐　   李　静　   李功华

李亦蕾　   李晋奇　   李桂茹

杨　奇　   杨志玲　   杨宏昕

杨建华　   杨嘉永　   沈承武

宋　玮　   宋燕青　   张　弋

张　伟　   张　鹏　   张文周

张四喜　   张永军　   张志清

张宏亮　   陈　杰　   陈　琦

陈　蓉　   陈　楠　   陈世财

陈剑鸿　   陈瑞杰　   邵　华

范国荣　   枉　前　   林　阳

林观样　   季　波　   周玉冰

周本宏　   周国华　   封宇飞

赵　军　   赵庆春　   胡锦芳

侯锐钢　   姜德春　   夏　泉

夏培元　   徐丽婷　   栾家杰

高　华　   高　茗　   唐云峡

唐丽琴　   海　鑫　   黄　欣

黄景彬　   菅凌燕　   梁淑红

彭向东　   彭晓青　   葛卫红

董　梅　   董亚琳　   董得时

韩立卓　   谢守霞　   赖伟华

解　泽　   蔡　爽　   蔡　德

蔡本志　   蔡骅琳　   管　燕

翟丽杰　   熊爱珍　   黎小妍

魏　理　   

左笑丛 教授左笑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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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合理用药事业快速发展，实现数智化转型。”创新理念，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合理用药事业快速发展，实现数智化转型。”

8 月 23-25 日，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2024 年学术会议在苏州召开。本届会议以“数智化转型、高质量发展”8 月 23-25 日，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2024 年学术会议在苏州召开。本届会议以“数智化转型、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聚焦完善临床药学服务体系、加强临床药师队伍建设、规范提高药学服务水平等领域，邀请国家主管部门领导、为主题，聚焦完善临床药学服务体系、加强临床药师队伍建设、规范提高药学服务水平等领域，邀请国家主管部门领导、

临床药学专家、相关学科带头人参会探讨，助推我国临床药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临床药学专家、相关学科带头人参会探讨，助推我国临床药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

会临床药学分会主办，江苏省医学会、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会临床药学分会主办，江苏省医学会、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

在开幕致辞中，在开幕致辞中，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海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张玉教授，苏州大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海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张玉教授，苏州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刘济生教授，江苏省医学会王咏红教授，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王大方教授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刘济生教授，江苏省医学会王咏红教授，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王大方教授等专家表示，一等专家表示，一

代代药学人相携相顾、接力向前，用专业守护生命，为健康彰显担当，为祖国的药学事业踔厉奋进，培养了大量优代代药学人相携相顾、接力向前，用专业守护生命，为健康彰显担当，为祖国的药学事业踔厉奋进，培养了大量优

秀的药学专业人才，提高了药学服务水平，推动我国临床药学快速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秀的药学专业人才，提高了药学服务水平，推动我国临床药学快速发展，助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

会上举行了《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教学工作指南》《临床药学服务价值评价实践指南（第一版）》《国会上举行了《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培训教学工作指南》《临床药学服务价值评价实践指南（第一版）》《国

家重点监控药品超说明书临床合理应用专家共识》《基于基因变异的呼吸系统多重用药专家共识》《肿瘤合并慢性家重点监控药品超说明书临床合理应用专家共识》《基于基因变异的呼吸系统多重用药专家共识》《肿瘤合并慢性

肾脏病患者抗肿瘤治疗药物用药指导中国专家共识（2024 版）》发布仪式，并公布了 2023 年临床药学科研基金评审肾脏病患者抗肿瘤治疗药物用药指导中国专家共识（2024 版）》发布仪式，并公布了 2023 年临床药学科研基金评审

结果、第二批临床药学专业学位硕士规范化培训试点单位名单、大会征文数量前十省市 / 前十单位 / 高质量论文名单。结果、第二批临床药学专业学位硕士规范化培训试点单位名单、大会征文数量前十省市 / 前十单位 / 高质量论文名单。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2024 年学术会议召开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 2024 年学术会议召开

不遗余力推动我国临床药学数智化转型不遗余力推动我国临床药学数智化转型

数智化赋能药学专科发展数智化赋能药学专科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人民医院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河北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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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计算技术西部研

究院赵宇教授分享了计算

医学的最新进展，指出临

床试验占药物研发总时间

和费用近 80%，失败率高达

90%，根本原因在于生物学

模型和疾病鸿沟巨大。

目 前， 人 类 基 因 组

中已知编码蛋白的基因有

25000 个，生命在分子层面

的功能调控极其复杂。赵

宇表示，生物体通过系列

信号通路调控分子完成各

种生命活动，研究信号通

路系统对发现疾病机制、

开发新疗法非常重要。

随着新药研发难度加

大，成本愈加高昂，出现

反摩尔定律的医药行业，

亟需通过建立“工具”来

理解生物学机制，借鉴芯

片行业通过 EDA( 电子设计

自动化 ) 工具实现超摩尔定

律。“计算医学已成为全

球新药研发的趋势。”

以“递呈疾病洞见”

为核心，驱动药物研发的

“工程化”平台为例，赵

宇介绍了相关的关键技术，

如生物医学知识“超脑”、

定量描述细胞功能与信息

通路的 AI 算法、全面刻画

疾病机制的患者数字孪生

库、智能超算能力等，并

分享了应用于乳腺癌预防、

老药新用、新适应证发现、

挽救失败药、创新药研发

等领域的成功案例。他强

调，“随着 AI 理解疾病机

制不断进步，计算医学将

在药物研发中发挥更大价

值，推动疾病精准诊疗和

主动预防的实现。”

从“芯片”到药片从“芯片”到药片

赵  宇  教授赵  宇  教授

宇表示，生物体通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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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系统对发现疾病机制、

开发新疗法非常重要。

随着新药研发难度加

宇介绍了相关的关键技术，

如生物医学知识“超脑”、

定量描述细胞功能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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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智能超算能力等，并

等领域的成功案例。他强

调，“随着 AI 理解疾病机

制不断进步，计算医学将

在药物研发中发挥更大价

值，推动疾病精准诊疗和

主动预防的实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张玉教

授介绍，我国临床药学已

从“萌芽期”迈入“快速

发展期”，药师队伍不断

壮大，药学服务内涵持续

拓展，从“有位”到“有

为”，药师在医疗、医保、

医药领域发挥多重作用。

在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中，56 个三级指标中 10 个

与药学密切相关，我国临

床药物应用情况持续得到

改善。数据显示，我国抗

菌 药 物 DDDs 降 至 33.8，

辅助用药用量逐渐下降，

住院患者使用基药占比超

过 95%，均次住院药费占

比逐年下降。

随着“三医联动”迈

向深水区，人民健康需求发

生变化，临床药学在医疗实

践中愈发重要，但也暴露出

存在的不足，如技术岗位有

缺口、服务能力有缺陷、保

障机制有缺失等。

对此，张玉指出，应

抓住药学服务收费政策窗

口期，把价格政策的优势

变成学科发展的胜势，做

强独立药学门诊，拓展医

药联合门诊，探索驻科药

师模式，加快推进临床药

师岗位培训，探索建立临

床药师规培制度。在数智

化时代，还应利用多模态

赋能临床决策支持，通过

大数据赋能合理用药管理，

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赋能

药物治疗管理与浓度监测。

思变明形势，思危识

挑战，思进抓机遇。张玉

强调，“要将思考的深度

转化为实践的高度，共谱

临床药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三思临床药学高质量发展三思临床药学高质量发展

张  玉  教授张  玉  教授

精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