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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精尖”共舞  解锁临床药学无限可能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璐）在高新科技与医药行业充分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如

何充分利用电子健康大数据、人工智能（AI）、“互联网 +”及区块链等新型技术，

围绕临床药学服务和药事管理等工作，推进医院药学信息系统建设，包括临床治疗决

策支持系统（CDSS）、合理用药电子化平台、ADR 监测反馈系统及临床药师智能服

务系统等建设，加快智慧药学建设进度；全面提高医疗机构的合理用药水平，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医师报》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唐丽琴、东部战区总

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周国华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主任林观样带来他们的

思考。

高精尖学科
高精尖技术

高精尖人才

唐丽琴唐丽琴  学科交融 寻求医药发展新高度  学科交融 寻求医药发展新高度 周国华周国华  精益化用药   精益化用药 
有赖于多学科进步有赖于多学科进步

林观样林观样  人才培养是学科勇立潮头的重要一环  人才培养是学科勇立潮头的重要一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启动了多院区

统一管理的智慧药房、智

慧药库和智慧静脉用药配

置中心，建设起全药品、

全流程和全业务的智慧药

学运行体系，其自主研发

并构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

智慧临床药学服务平台，

临床药师可以借助服务平

台，在线上与线下为患者

提供从实时用药到监控预

警，再到临床用药全过程

的管理服务。此外，医院

还构建了以精准药学为目

标的智慧药学教学科研创

新系统，用于开展人才培

训、临床试验等。

“临床药学是药学与

临床医学相结合 , 直接面向

患者 , 以患者为中心 , 研究

与实践临床药物治疗 , 提高

药物治疗水平的综合性应

用学科。”唐丽琴教授表示，

药学学科的发展，应当立足

于临床实际需求，展望药学

发展前沿。“这就意味着我

们要在既往关注基础研究

的基础上，将药学研究的目

光放在临床实践之上。”此

外，药学前沿进展的内容，

不仅聚焦于临床研究之上，

更要探寻有关医院药学管

理的方法技术及学科发展

的创新模式，如个体化药学

研究、基因治疗及药学信息

化管理等。

“药学正处于一个充

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从创

新药物的研发到个性化医

疗的实施，从 AI 的应用到

跨学科合作的推进，药学专

业正不断突破传统的界限，

与各专科交融发展。”唐丽

琴教授如是说。

临床药学工作的核心

是合理用药 , 即用药应同

时符合安全性、有效性、

经济性及适宜性等原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目

前已由传统的规范化用药

进入到个体化用药、精准

用药直至精益化用药的快

车道。基于组学技术的个

体化与精准用药模式、基

于驻科临床药师的全程化

药物治疗管理模式以及基

于 AI 技术和大数据的智

慧化药学服务模式 , 将会

极大提高临床用药水平。

“AI 技术可以精准预

测靶标蛋白质的结构，加

速新药开发速度；人类基

因组计划等生命科学技术

的进展，能帮助我们了解

药物体内代谢、转运和作

用靶标的个体差异，从而

了解药物起效和发生不良

反应的特定人群，为临床

精准用药带来希望。此外，

得益于纳米科学技术的进

步，基于纳米材料的高效

低毒靶向药物制剂的研发

也迎来了崭新局面。”

周国华教授表示，药

物治疗的精益化不仅仅体

现在给药后 , 更应该把这

种精益化的药物治疗管理

工作前移 , 达到全疾病周

期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

理。相信未来随着 AI 技

术的进步，可以实现在患

病前，通过基于生物标志

物群的数学模型，对患者

特征、药物疗效及不良反

应等个体差异进行精准预

测；在疾病确诊后、药物

治疗前，快速获取疾病组

织特征、病原微生物基因

特征、药物敏感性、药物

相互作用等参数，指导精

益化用药，在提高疗效的

同时使药源性疾病发生率

大幅降低。

林观样教授表示，我

国的临床药学发展迈入了

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之相对

应的就会伴有很多新的挑

战。“这就需要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的药学创新人才。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临床药学顺应

时代发展态势、跟紧医药卫

生事业发展潮流。”

为了让药学生了解临

床药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国际

前沿，拓展其科研思路、创

新意识和国际视野，应以临

床药物合理应用与作用机制

研究探索为主线，与药理、

药剂、药化、药分等核心课

程相结合，探索药物研究新

思路、新方法、新技术。

基于治疗药物监测技

术支撑的个体化与精准用

药模式、临床药师主导的

全程化药物治疗管理模式

以及基于 AI 技术和大数据

的智慧药学模式，都将是

未来临床药学发展方向。

广大药师需持续学习提升，

以拓宽知识视野并增强合

作能力，促进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与进步。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王 璐）2021 年 6 月，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

服务的需求，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药学在医院高质量

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副院长左笑丛教授介

绍，在“健康中国 2030”

的背景下，药师的角色和

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

可。药师的职责从药房发

药转向到患者身边，解决

用药问题。临床药师凭借

丰富的专业知识、强大的

业务能力和良好的人文修

养，以确保药物治疗方案

的科学合理制定和调整，

与临床医疗团队一起制定

科学合理的用药方案。药

师团队应紧密合作，以满

足患者复杂的用药需求，

在慢病管理层面，强调一

体化管理，即临床药师应

带领调剂药师、三级医院

高水平药师和二级医院基

层医院药师共同为患者服

务，从而实现药物治疗管

理与健康管理的医防融合、

药学和临床学科协同联合

诊治、实现一站式的慢病

药学管理。“一体化管理

的目标是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药学服务为依托、

以慢病管理的平台作为支

撑，推进慢病预防治疗管

理相结合，打造‘三位一体’

的慢病综合防治体系。”

“此外，药学部门还

可通过控制医疗成本、提

升医疗质量和用药安全性

以及经济性来促进医院的

高质量发展。”左笑丛教

授介绍，药学可以通过控

制医疗成本来促进医院的

高质量发展。药品费用是

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药学部门可以通过合理用

药、优化药品结构、降低

药品价格等方式，有效控

制医疗成本，减轻患者负

担。药学可以提升医疗质

量和用药安全性，药师作

为专业的药物使用者，可

以为医生提供用药建议，

避免药物不良反应和药物

相互作用，确保患者用药

安全。最后，药学还可以

通过高附加值的药学服务

来促进医院的高质量发展。

药学部门可通过药品采购、

库存管理等方式，提高药

品使用效率，降低浪费，

为医院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药学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三大抓手：控费   提质   合理用药药学助推医院高质量发展三大抓手：控费   提质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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