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

家 层 面 和 多 个 省 市 药 学

服 务 收 费 政 策 的 出 台 和

落地，我国药学服务进入

了 高 质 量 可 持 续 发 展 新

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

目前药学服务所包含的内

容很多，但各医院在具体

落实上仍有参差。孙凤军

教授表示，临床药学人才

储备不足、能力亟待进一

步提高是首要关注问题。

药学人员的学习应超越传

统的药物知识范畴，积极

涉足信息技术、数据分析

等新兴领域。通过掌握这

些新技能，药学人员能够

更好地融入医院的信息化

建设，促进药学服务与数

字医疗的紧密结合。 

“其次就是药学服务

相关指南和标准的制定。”

尽管自 2009 年 4 月颁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以来，国家出台了《关

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

服务模式的通知》《关于

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关于印发加强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

理用药的意见的通知》等

一系列政策文件，但药学

服务推进的具体细节有待

进一步细化。为了顺应药

学服务模式转变、加快药

学服务高质量发展、加强

药学学科建设等，相关人

员应当进一步加强学科探

索与交流，大力倡导药学

服务创新，助推临床合理

用药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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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拥抱药学服务的春天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王璐）国内外药学

界普遍认为，未来医院

药学应是以患者健康为

目标、药学服务为重点

的药学专业服务工作。

20 世 纪 90 年 代 至 今，

我国医院药学处于药学

服务，创新驱动，以现

代药学与临床药学为支

柱的时代。近年来形成

了哪些药学服务新模式

值得借鉴？

《医师报》特邀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

学部主任张四喜、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药学部

主任张弋以及陆军军医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剂

科主任孙凤军针对这药

学服务管理进行讨论。

“临床药师要全身心

参与患者的诊疗过程当中，

具备可以与临床对话的能

力，这样既能提高药师在临

床的认可度，还能实现自身

价值。”

张四喜教授介绍，在

临床药学服务方面，药学

部可以通过政策导向和快

速评价方法，优化医院的药

品目录、确保用药科学性。

随着《关于规范开展药品

临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通知》

及《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管

理指南（2021 年版试行）》

的印发，全国各地医疗卫

生机构逐渐意识到药品临

床综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

但除此之外，药学专科注重

学科自身高素质专业人才

培养、专业技能提升也尤为

重要。以医院启用的药师审

方干预系统和合理用药监

测系统为例，其能实现从处

方医嘱事前审方到事后点

评的闭环管理。“我院现

在安排了 21 名专职药师负

责全程、全天处方审核。”

张四喜教授介绍，2023 年

度，药师人工干预、临床

修改的门诊处方有 7.6 万余

张，占合理用药规则提示问

题处方的 13.12%；人工干

预、临床修改的住院医嘱高

达 16 万余条，占规则提示

医嘱的 15.32%；2024 年度，

月均药学会诊量4000多例。

吉大一院将合理用药

管理纳入到临床科室绩效

考核中：合理用药权重占

内科科室奖金占比达21%、

外科占比 16%。“通过一

系列的全流程干预，我们

临床药学部协助医院将药

占比从 2022 的 25.1% 降至

2023 年 的 21.3%，2024 年

更是降至 17%~18%”。 对

进一步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起到促进作用。

“药学服务所囊括的

内容有很多，但具体来讲

无非是面向几个层次。”

张弋教授表示。

面向临床  临床医疗是

以患者的整体医疗需求为

中心的，那么药师提供的

专业服务，无论是有形还

是无形，都应该是以提高

患者治疗效果为目标。

面向患者  此前学界曾

就“药学监护”还是“药

学服务”的称呼有过讨论，

但后来确定为“药学服务”。

张弋分享，这两者的差异

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差别，

更是实际工作当中的不同。

尽管“监护”也是为患者

提供一些专业的支持，但

服务更体现了其中人文关

怀的意味。对于患者来讲，

所需要的不仅是在专业上

相应的指导和照顾，还需

要更多的安慰与关怀。当

药师参与到临床团队当中，

构成“医护药综合服务体

系”的过程中，应当让患

者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怀、

是被照顾的，让患者树立

信心，战胜疾病。

面向社会   药师不仅

可以帮助医疗团队进行治

疗方案的精细化调整的过

程当中，进一步提升医保

基金的合理使用，还会同

相关部门在药学服务规范

以及医保部门支持药学的

各项服务收费上形成合力，

在保障临床合理用药工作

的同时有效节省医保资金，

保证患者获益，推进社会

价值实现。“期待未来药

学服务的内涵不能断延伸，

不仅使其作用发挥到医院，

更要向社区、家庭延伸，

惠及广大公众。”

完善的医院规章制度是完善的医院规章制度是
合理用药落实的保障之一合理用药落实的保障之一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璐）近年来，国

家对合理用药的日益重视，合理用药是指安全、

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现行的管理模式和流

程尚存哪些问题？未来合理用药管理有哪些新

思路、新路径还有哪些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

主任姜德春、东部战区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季

波和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宋玮带来

他们的思考与解读。

一 直 以 来， 合 理

用药都是医疗界关注

的话题之一。近十几

年来，我国药学工作

者们更是全面开展了

以合理用药为核心内

容且各具特色的临床

药学服务实践。合理

用药的范畴包括药品

遴选、药品管理和药

品使用三部分。宋玮

教授介绍，药师要以

防治必需、安全有效、

价格合理、使用方便、

临床首选为原则，对

医院基本用药供应目

录进行监控，并借助

血药浓度监测、基因

检测等技术方法，识

别用药风险，制定个

体化用药方案，优化

药物品种选择，精准

确定用药剂量。同时

加强药品使用监测与

评价、加强医务人员

的合理用药培训，提

高重点监控药品合理

用药意识。

首 先，国家政策

对合理用药工作高度

重视，并多次作出重

要部署。姜德春教授

介绍，国家卫生健康

委认真贯彻落实相关

要求，围绕抗菌药物、

麻醉药物、新型抗肿

瘤药物合理使用等制

定了基础性文件，不

断加强医疗机构药事

管理工作，提升临床

合理用药水平。尤其

是 2023 年 底， 国 家

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节约药品资源 遏制药

品浪费实施方案的通

知》， 从 药 品 生 产、

临床用药、药品流通

等多个方面提出具体

的工作措施和要求。

其 次，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是医院合理

用药工作的“指挥棒”，

是提升药事管理能力

和药学服务质量的重

要手段，可助推医院

建立更高的合理用药

标准，满足多元的药

学服务需求，实现学

科可持续发展。与此

同时还需要有完善的

医院规章制度作为合

理用药具体落实的保

障。

最 后，发挥临床

药师合理用药管理作

用的基础，是拥有一

专多能、懂医精药的

高层次药学人才。因

此，培养一支深入临

床一线的临床药师队

伍，是落实相关临床

科室合理用药实施效

果的重要内容，也是

培养药学人员创新服

务能力的重要抓手。

季 波 教 授 特 别 强

调，要定期重点关注

相关药品使用量、使

用不合理率的异常变

化。对于使用量的增

长或不合理率超过一

定比例的药品，按医

院药品使用超常预警

和动态监测的有关规

定执行。

张四喜  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得临床认可的有效探索

张弋  不断拓展药学服务外延

孙凤军  药学服务实践尚待进一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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