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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是携手医生、连接患者的重要桥梁科普是携手医生、连接患者的重要桥梁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王璐）《“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

应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

药物在现代医学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要确保药物的安全有

效使用一线药师也应当参与到科普活动中来？如何才能又快又好的针

对不同的受众开展科普服务？如何能利用融媒体手段既促进药师发展

又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同时能助力医院和患者的合理用药？

《医师报》记者特邀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药学部徐丽婷主

任、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阳波主任以及中南大学湘

雅三院药学部彭向东主任带来他们的思考。

彭向东强调，药学

科普的进行非常必要。

“过去，我们常常可以

看到一些人因为不相信

医生或专业人士，而选

择自己上网查询、自我

诊断、甚至自我用药。”

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各

种医疗问题的出现，甚

至有时会因为误用药物

而危及生命。特别是在

药品使用上，很多人对

OTC 药 和 非 OTC 药

的区别并不清楚，导致

了很多误用的情况。因

此，科普工作尤为重要。

“国家在前几年将

科普工作纳入了职称评

审评定的范畴，科普成

果 可 以 与 SCI 论 文 和

科技项目相提并论，这

也进一步凸显了科普工

作的重要性。”彭向东

认为，未来科普工作将

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

指标。

彭向东表示，药学

科 普 的 急 缺 性 不 言 而

喻，而科普的对象则有

很多种。

“除了针对普通大

众的科普外，我们的专

业人士，如医生、医务

人员和管理人员等，同

样也需要科普。”彭向

东介绍，只有他们了解

到了药学科普知识，才

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因此，科普的内容也需

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

彭向东强调，科普

需要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作为支撑。因此，他认

为科普应该来源于科研

和临床，甚至在某些方

面要高于临床和科研。

“科普工作其实并不容

易，现在有很多人尝试

通过短视频、漫画等方

式进行科普，甚至参与

到省级科普项目评选中

去，期待广大药师能够

调动起自身的积极性，

形成更专业、更有深度

的科普宣传。”

在阳波看来，科普工作

是一个涵盖广泛、意义深远

的领域。它不仅关乎知识的

传播，更关乎公众健康素养

的提升。

“在科普工作中，我们

首先需要明确目标受众：是

面向学术界的同仁？还是面

向广大的公众？”如果是面

向学术界，科普内容应聚焦

于学术前沿，涵盖最新的科

研成果、签约项目或工作动

态，这样的科普不仅能够促

进学术交流，还能够激发新

的研究灵感。如果是面向公

众，那么科普工作就需要更

加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需

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

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公众易

于理解的内容。同时，药师

还要注重创新，让科普内容

具有吸引力，让人耳目一新。

“只有这样，科普工作才能

真正深入人心，取得实效。”

“科普工作并不是一项

遥不可及的任务。”阳波表

示，科普就在药师的日常工

作与生活中，比如平时的用

药教育、医护之间的交流等，

这些都是科普的组成部分。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接受

科普，同时也在传播科普。”

然而，要想让科普工作取得

显著的成效，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阳波表示，要尝

试将科普内容系统化、系列

化，形成品牌效应。只有这

样，科普工作才能吸引公众

关注，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徐丽婷表示，药学科普

的发展顺应了我国当前政策

导向和发展潮流。“我们国

家现正在构建大卫生、大健

康的格局，比如全方位护佑

人民健康，力争在未来三五

年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等。

但这并不是仅靠我们专业人

员就能实现的，而是要让全

民都了解，所以健康科普的

概念非常有必要。”而药学

科普，便是其中一环。

现在，很多省份已经把

药学科普纳入到职称评审或

晋级的条件之中，特别是某

些省份，更是将其纳入到高

级职称晋升的范畴，这对药

学工作人员来说非常重要。

徐丽婷表示，作为药学部主

任，她深有体会的是，在科

室人员紧张时，往往会把临

床药学、科研的人员都拉到

一线，以保证基础工作的顺

利进行。“我们有大量的药师，

尽管每天在一线工作，但由

于没有那么高的学历而无法

晋升，但药学科普给他们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进步机会。”

徐丽婷提到，药学科普

除了要进行专业技术的宣传

与沟通之外，还要对药师这

个群体的具体工作职责进行

科普宣传。“其实不光广大

公众不知道，很多医生也不

知道，这就造成了临床诊疗

时沟通成本的增加。”徐丽

婷表示，药师可以通过科普

平台进行宣传，从方方面面

让医生和患者增进了解。

彭向东   专业人员也需要接受药学科普 徐丽婷    药师群体亟待公众了解

阳波   优质的科普源于生活

彭向东 教授彭向东 教授 徐丽婷 教授徐丽婷 教授 阳波 教授阳波 教授

“药师既是合理用药的

守护者，也是医院药事管理

的执行者。”肖海鹏教授表

示，近百年来，创新药物不

断应用于临床治疗各类疾病，

有数据表明，在发达国家，

临床治疗失误中由于用药错

误所占比重为 10% ～ 25%，

在我国约为 20%。如何减少

临床用药错误迫在眉睫，临

床药学工作的开展将对其起

到重要作用。

肖海鹏教授介绍，近

十几年来，医院药学工作

者 们 全 面 开 展 了 以 合 理

用 药 为 核 心 内 容 的 各 具

特 色 的 临 床 药 学 服 务 实

践，深入临床参与和指导

合理用药，进行治疗药物

监 测、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监

察、药物信息资料咨询、

结 合 临 床 开 展 临 床 药 学

方 面 的 研 究 以 及 培 养 临

床药学人才等，充分显示

了 临 床 药 学 在 避 免 不 合

理 用 药 和 防 止 滥 用 药 物

所造成的危害、减少药源

性疾病的发生、提高药物

治 疗 水 平 和 医 疗 质 量 等

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医院药学的核心工作

就是要开展临床药学服务，

面对面地给患者提供药学

服务，参与到临床的诊疗

团队中去发挥药师的作用。

“这一部分工作对药学、

医学专业知识要求很高，

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

临床药师，要进一步完善

药师分类晋升评价体系建

设。”国际上有很多从事

临床专科研究的医生在发

掘到自己对药学的兴趣后，

选择从事临床药学或药学

的工作，甚至成为这方面

的专职科研人员。“或许

在人才培养的路径中，我

们应适当拓宽培养面，但

随之而来的，有关考核标

准、资质衡量等问题也是

需要我们共同思考的。”

相较于临床较为完善

的职位晋升和人才评价体

系，药学专科这方面却存

在很大欠缺。我国药学人

才培养时间并不短，一名

药学博士的养成往往需要

十余年的时间。

“这些药学人才都尤

为宝贵，他们也是非常好

的人才，要推动药学学科

的发展，就要建立起完善

的药学人才评价体系，让

更多优秀人才看到药学职

业发展的前景。”

肖海鹏   让更多优秀人才留在药学学科
医师报讯（融媒

体 记 者 王 璐） 数 据

显示，发达国家医师

与药师的平均比例为

2.56:1，约每 2~3 名医

师配备 1 名药师；而

我国约每 7~9 名医师

配备 1 名药师，远低

于发达国家水平。记

者专访中山大学常务

副校长、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

鹏教授，畅谈药学学

科成长对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必要性。

肖海鹏 教授肖海鹏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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