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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品保障到价值医疗核心引擎

探索药学服务“黄冈路径”
医师报讯（融媒

体记者 黄玲玲）“药

物治疗是医生手中的

关键武器，而药学部

门，正是确保这件武

器精准、安全、高效

发挥作用的核心支撑。

药学部门提供了药品

从遴选入院到使用全

流程管理的服务，并

强化了与临床科室、

职能部门沟通与协作，

临床药师也从个体走

向团队。”黄冈市中

心医院副院长王斌，

这位从泌尿外科成长

起来的管理者，对药

学价值的认知格外深

刻。在他眼中，医院

药学的角色早已超越

传统的药品供应。

王斌副院长细数转型

足迹：2018 年药学门诊开

诊打破服务边界；2019 年

静脉用药调配中心建设提

升安全壁垒；2024 年住院

药学诊察收费落地体现专

业价值；2025 年药品调剂

服务及中药配方颗粒调剂

服务的收费项目获批……

一连串突破标志着药学从

成本部门向价值创造部门

转型。

更关键的是，药学部

门正成为医疗质量安全的

“守门人”。通过处方点评、

合理用药监控、抗菌药物

管理及医保用药管控，药

师团队在降低用药风险、

提升治疗效益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药学部门已从

单纯的供应保障中解脱，

不断拓展药学服务内涵，

成为‘价值医疗’不可或

缺的支撑。”王斌副院

长强调。

黄冈市卫健委

医政医管科施智

科长从政策视角

印证了这一变革

必 然 性：“ 随

着 医 药 卫 生 体

制 改 革 的 深 入

推进，人民群众

对药学服务的需

求已从‘药品供应’

向‘精准服务’转

变，从‘以药为中心’

向‘以患者为中心’升级。

药学服务必须向‘以患者

为中心’跃迁。这是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环。”

面对紧密型医联体改

革 浪 潮， 黄 冈 药 学 人 敏

锐 抓 住 契 机， 构 建 起 突

破 医 院 围 墙 的 区 域 协 同

新模式。施智科长介绍，

黄冈市是全国 81 个紧密

型 城 市 医 疗 集 团 和 县 域

医 共 体 试 点 城 市 之 一，

自 2023 年启动这些工作

以来，市里成立了医疗集

团， 县 里 组 建 了 医 共 体

总医院，整合各方资源、

强化学科建设，狠抓“一

个 目 录， 两 个 中 心” 建

设， 即： 一 个 县 域 形 成

一 个 药 品 目 录， 区 域 审

方中心和中心药房建设，

通 过“ 一 个 目 录， 两 个

中 心” 建 设， 实 现 区 域

内 药 事 管 理 和 服 务 同 质

化，切实保障处方质量，

坚 守 用 药 安 全 底 线， 筑

起用药安全防火墙。

“英山县的县域审方

中心、团风县的县域中心

药 房 建 设 均 成 为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药 政 处 推 送 给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的 典 范 案

例。”施智科长介绍，这

种 同 质 化 管 理 模 式 显 著

提 升 了 基 层 处 方 质 量 与

用药安全，尤其为资源薄

弱 的 社 区 卫 生 机 构 注 入

专业力量。

黄 冈 市 中 心 医 院 药

剂 科 张 美 祥 主 任 带 领 的

团队，正是区域药学网络

的“ 中 枢 神 经”。 作 为

黄冈市药学会会长单位、

黄 冈 市 临 床 药 学 质 控 中

心 组 长 单 位、 黄 冈 市 医

学 会 临 床 药 学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委 单 位， 他 们 肩 负

着引领区域发展的重任。

“ 目 前， 我 们 以 学 会 培

训 赋 能 药 师， 以 质 控 中

心 工 作 承 接 药 政 部 分 任

务， 同 时 也 在 积 极 探 索

市区一体化管理新模式，

我们既要做好院内服务，

更 要 通 过 平 台 辐 射 带 动

黄 冈 市 区 医 疗 机 构 药 学

高 质 量 发 展。” 张 美 祥

主任说。

转型根基在于人才。

黄 冈 市 中 心 医 院 药 剂 科

拥 有 一 支 100 多 人 的 高

学 历 团 队， 但 张 美 祥 主

任深知，规模仅是起点，

能力重塑才是核心。

科 室 实 施 人 才 战 略

“组合拳”：（1）结构

优化： 明确配置临床药

师 10 人、审方药师 16 人、

信 息 药 师 2 人， 高 级 职

称 5 人、 硕 士 14 人， 梯

队日趋合理。（2）激励

创新： 设立科研教学专

项奖励，纳入绩效考核，

激发创新潜能。（3）外

引 内 育： 依 托 医 院 政 策

支持引进人才，同时“将

药 师 送 出 去” —— 重 点

培 养 临 床 药 师， 准 备 在

未 来 三 年 将 临 床 药 师 配

备 人 数 达 到 国 家 床 位 数

配比标准。

“ 优 秀 药 师 需 兼 具

扎 实 药 学 技 能、 高 阶 临

床 思 维 与 人 文 关 怀 精

神。” 张 美 祥 主 任 这 样

描绘出新时代药师画像，

“核心是以科研思维解决

临床真问题，让服务切实

惠及患者。”这种能力在

药 学 门 诊、 参 与 DIP 支

付 改 革 适 应、 国 谈 药 品

“应进尽进”精细化管理

等实践中得到淬炼。“我

科在完成医院药品供应保

障使用全流程管理工作的

过程中，始终体现以患者

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第

一要务来督促科室工作的

开展，切实为患者安全护

航。”

药 学

服务的触角正

从 院 内 诊 断 治 疗，

延伸至院外健康管理全链

条。在张美祥主任的带领

下，黄冈市中心医院药剂

科的创新探索从多维度展

开。如社区“延伸药房”：

在部分社区设立自助取药

点，方便慢病患者就近取

药。互联网医院药学服务：

提供线上药品邮寄、用药

咨询与审方，打破时空壁

垒。居家药学服务试点：

借力家庭医生签约与公卫

体系，探索药师进入家庭

的药学照护模式，开展

居家药学服务融入工作。

科普赋能公众：大力开展

药学科普工作，2025 年起，

药剂科与宣传科协作，每

周一篇科普文章获《黄冈

日报》专栏转载，提升民

众合理用药素养。

“最大挑战在于基层

药 学 人 力 短 缺、 技 能 提

升 途 径 有 限 及 社 会 认 知

度待提高。”张美祥坦言。

药 师 数 量 不 足 与 知 识 结

构 局 限， 仍 是 服 务 下 沉

社 区 的 瓶 颈， 而 千 百 年

来“ 重 医 轻 药” 观 念 的

扭转更需时日。

在黄冈市药学服务的

创 新 图 谱 上， 一 条 清 晰

路 径 已 然 浮 现： 以 区 域

协 同 突 破 资 源 壁 垒， 以

临床赋能重塑药师价值，

以 延 伸 服 务 拥 抱 全 民 健

康。 黄 冈 经 验 昭 示： 当

药学深度融入临床决策、

扎 根 区 域 协 同 并 拥 抱 全

周 期 健 康 管 理， 它 便 不

再是医疗的“辅助线”，

而 是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生

命线”。

“黄冈市当前处

于紧密型医联体改革的

关键期，药品供应保障

模式正在探索区域药品

SPD 模 式， 区 域 药 事

管理同质化模式也在积

极探索中。我们投入建

设了区域审方中心（黄

州城区），目前还在建

设共享中药房，市内还

在调研探索建设区域制

剂中心等工作，我相信，

聚焦药品政策落地，积

极推进药学服务不断优

化，药学工作可以有更

为广阔的天地。”王斌

副院长补充道。

“药学服务的终极

目标，是让专业关怀穿

透药房窗口，真正流淌

至千家万户。”张美祥

的愿景，正随着每一次

审方中心的智能审核、

每一次社区药房的便捷

取药、每一次互联网药

学医院的远程答疑，

在黄冈的土地上加速

照进现实。药学人从

“幕后”到“台前”

的每一步，都在为医

疗的价值底色增添不

可或缺的专业光芒。

药学从“保障者”跃升为“重要支撑”

区域一体化打造药学服务“新高地”

锻造“临床型”药师精锐之师

药学服务嵌入全周期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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