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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临床药师推动临床药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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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药学是现代医学与药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
学科，是医院药学的发展方向，研究和指导合理用药是其核心。

目前，国内临床药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工作起步晚，处

于探索阶段，且发展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

深入、社会老龄化的发展及我国医疗保险改革的启动，合理用

药的呼声日益高涨，临床药学正蓄势待发。关键是临床药学教

育是否能够适应时代特点，新一代的临床药师是否能够承担起

这一历史使命［１］。

１　目前临床药师的培养情况
美国的临床药学经过４０年的发展，已形成完整的药学博

士（Ｐｈａｒｍ．Ｄ）培养和临床药学实践培训制度。我国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开始部分高等药学院校和省药学会分别举办了各种形

式的临床药学进修班、培训班，各院校先后调整了教学计划、大

纲，增设了部分课程，新建了实验室，形成了一支较专业的临床

药学教学队伍。目前仅有华西医科大学１９８９年创办的临床药
学本科专业教育，但跟不上发展需求，与国外相比有相当大的

差距。临床药学教育与医院实际需要相互脱节，专业人才缺

乏，仍然是制约该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　加速临床药师培养的必要性
２．１　临床药师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不能满足需要　临床药
师是临床药学和药学监护的实施者，临床药学的精华就是临床

药师深入临床，参与合理用药。目前，虽然我国很多医院不同

程度地开展了临床药学工作，但业务范围局限，深入临床为患

者直接提供药学服务的项目尚少［２］。缺乏高素质的临床药师

是主要原因。美国医院药师协会（ＡＳＨＰ）会员中，１０％以上的
人直接从事临床药物治疗工作［３］。我国临床药师没有经过像

医师那样的专科培训，加上知识结构的限制，使得目前临床药

师缺乏与医师、患者交流的内容和信心。有的药师没有信心下

临床，有的虽做过尝试，但发挥不到应有的作用而失去了下临

床的兴趣和信心。因此，要使临床药学工作在我国深入开展下

去，加大培养临床药师的力度，迫在眉睫。

２．２　临床药学教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专业设置和
课程设置上，我国现有的药学教育以化学为主，缺乏临床药物

治疗学和临床医学知识，缺乏药师下临床轮换科室培训制度。

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在科研院所、管理机构、医院药房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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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制药工业，成为临床药师的很少。

２．３　合格的临床药师是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临床药师不仅
需要丰富的药学知识，还要掌握临床医学知识以及与医师和患

者沟通的技巧。所以临床药师的培养任务非常艰巨。

３　加速培养临床药师的建议
３．１　加大对临床药学教育特别是临床药师的培养力度　①政
府卫生行政和教育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临床药师的培

养体系：借鉴国外经验，临床药学教育应着眼于高素质、高学历

复合型的人才。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应从化学模式向化学、生

物、医学模式转换。与临床药学有关的，应明确为患者服务的

方向，本科阶段侧重于基本训练，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专

业基础技能。研究生阶段则重点培养临床知识和实践以及科

研、教学能力，完成双学制的类似 Ｐｈａｒｍ．Ｄ课程。②目前虽有
“临床药师”提法，但没有被官方认可的确定的名称。卫生行政

部门应给临床药师专门的官方认可的确定职称，制订国内临床

药师工作规范，明确临床药师的职责、权利与义务，突出临床药

师在临床用药中的决策指导地位。临床药学与临床药理学虽

互相渗透，又互相区别，要逐步做到将临床药学与临床药理学

分业，各司其职，将临床药师的工作精力更好地集中到临床药

学或药学监护上去。③卫生行政部门要制定医院开展临床药
学工作特别是临床药师下临床工作的具体要求，加大医院领导

对临床药学工作的重视程度。１９９１年国家卫生部在医院分级
管理文件中，规定三级医院一定要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推动了

临床药学的发展。卫生行政部门检查时对临床药学的要求特

别是药师下临床工作的要求不够严，不够具体，加上临床药学

工作难度大，不能直接“创收”，很多医院对临床药学工作重视

不够，也是制约临床药学工作特别是临床药师培养的一个原

因。

３．２　医院自身培养临床药师　鉴于目前国内尚无适当的临床
药师系统培训模式，根据我国国情和临床药学工作的现状，医

院应加强现有在岗药师的继续教育，探索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

临床药师的培养模式。笔者在这里浅谈自己的几点建议。

３．２．１　选拔有医学基础的年轻的高学历药师定向培养成临床
药师　如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制定了临床药师具体的培训
计划［４］。我院引进本科为医疗专业并获得临床药理专业研究

生学位的人才，来院后先安排其去临床轮换科室工作一段时

间，定向培养成临床药师。这样的人才具有医学和药学知识，

其知识结构更适合做临床药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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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临床药师的培养可建立“跟师学习制度”　临床上有
“三级查房”制度，年轻医师成长快。而临床药师的培养缺乏合

适的导师指导，对年轻临床药师成长不利。现在临床上分科越

来越细，一般来说，专科医生对本专科的药物很熟悉，对其他专

科的药物相对陌生，而患者往往同时患多种疾病。医院可根据

需要，选派临床药师从师院内相关知名的医学专家（如呼吸病

专家或心血管病专家），定期跟导师坐诊，定期参加导师查房、

院内外会诊、病历讨论等，定向培养专科临床药师。因为医学

专家不仅有丰富的临床诊疗技术和经验，也有非常丰富的本专

科用药经验，通过跟师学习，积累丰富的临床用药经验，不断提

高业务水平，再定期广泛深入全院其他临床科室，应用所学知

识，参与临床合理用药查房。

３．２．３　临床药师的培养和临床药师下临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　由于目前医师掌握处方用药的权利，临床药师的意见和
建议采纳与否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临床药师的干预，往往

使临床医生产生逆反心理。我们体会到，除加大对临床药学的

宣传外，作为起步，年轻的临床药师可从跟随医院领导、专家进

行“三级查房”开展，深入临床，将合理用药作为考核医生医疗

水平的指标之一。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临床药师下临床查房

制度，推动临床药学工作的进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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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广大医务工作者了解掌握我国中医药治疗脑梗死
的信息，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迅速查阅更多文献资

料，掌握发展动向，使图书信息部门在选购文献时既不减少有

效信息，又节约经费，笔者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中医药

治疗脑梗死期刊文献分布作了调查，从中找出该学科领域主要

期刊（核心期刊），供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图书信息人员参考。

１　文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期刊文献来源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制作的《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简称《数据库》）。我们将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数据库》中中医药治疗脑梗死文献篇目逐一统计、整理、归

纳，从中找出核心期刊。

２　结果
调查结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３月有１６９种期刊登载中医药治

疗脑梗死相关文献５７１篇，其中中医药期刊７０种３７９篇，中国
医学系列杂志２１种３３篇，医学院学报２２种３４篇，省市医药３０
种６９篇，临床（实用）医学杂志７种２８篇，军队医药５种５篇，
其他１４种２３篇。其中载文量在５篇以上的期刊３６种，依次
为：①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４０篇）；②现代中西结合杂志
（２０篇）；③安徽中医临床杂志（１６篇）；④陕西中医（１４篇）；⑤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３篇）；⑥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１３篇）；
⑦山东中医杂志（１２篇）；⑧时珍国医国药（１１篇）；⑨针炙临床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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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篇）；⑩辽宁中医杂志（１１篇）；瑏瑡临床荟萃（１０篇）；瑏瑢山东
医药（１０篇）；瑏瑣中国中医药科技（９篇）；瑏瑤实用中医药杂志（９
篇）；瑏瑥中国针炙（９篇）；瑏瑦河南中医药学刊（９篇）；瑏瑧湖南中医
杂志（８篇）；瑏瑨天津中医（８篇）；瑏瑩中医杂志（７篇）；瑐瑠河北中
医（７篇）；瑐瑡河南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７篇）；瑐瑢中国民间疗法（６
篇）；瑐瑣湖北中医杂志（６篇）；瑐瑤中医药信息（６篇）；瑐瑥实用医技
杂志（６篇）；瑐瑦现代康复（６篇）；瑐瑧中原医刊（６篇）；瑐瑨中国中
医急症（５篇）；瑐瑩中医药学报（５篇）；瑑瑠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５
篇）；瑑瑡新中医（５篇）；瑑瑢广西中医药（５篇）；瑑瑣黑龙江中医药
（５篇）；瑑瑤河南中医（５篇）；瑑瑥江苏中医（５篇）；瑑瑦浙江中西医
结合杂志（５篇）。

这３６种期刊合计载文 ３３５篇（５８．６７％）。其中前 ２７种
２９０篇（５０．７９％），能满足５０％的信息量；前１８种２３３篇（４０．
８１％），能提供４０％的信息量；前１１种１７１篇（２９．９５％），能提
供近３０％的信息量。它们是我国中医药治疗脑梗死文献的重
要期刊，也是核心期刊；前６种合计１１６篇（２０．３２％），能提供
２０％信息量，特别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载文量最多达
４０篇，是首选核心期刊。
３　讨论

利用光盘数据库探讨期刊文献的分布和确定核心期刊，国

内屡有报道。本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中医药治疗脑硬死期刊文

献５０％分布于２７种期刊，４０％分布于１８种期刊，３０％分布于
１１种期刊，２０％集中于６种期刊。《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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