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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应新时期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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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我国医院药学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药品调剂和制剂
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保健制度和《药品生产与质量管

理规范》（ＧＭＰ）的实施，医院制剂生产将主要是弥补社会上药
品品种的不足和临床科研需要，医院药房将逐渐失去向社会供

应药品的地位。鉴于此，医院药学工作要持续发展，必须进行

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将医院药学工作推

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１　观念的转变
医院药学工作应站在患者角度，所做的一切都以患者为中

心。药学监护（ｐ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集中体现了这一先进的药学
服务思想。药学监护是以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为目的的与用药

有关的具体实践，是药师的一种主要职责。药师工作的目的是

为了患者，在保证治疗安全有效的同时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利

益。即药师不但要使患者获得最好的药物治疗，还要在此前提

下使其支付最少的药费，降低其经济负担。要做到这一点，药

师必须全心全意地对患者整个治疗过程每一环节认真把握，提

高临床药学服务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树立起医院药师

良好的职业形象和社会信誉。医院药师不再只是熟练的药品

调剂师，应该是具有丰富药学知识和基础医学知识的临床药

师。

２　全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明确以患者为

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发展方向。至今，临床药学工作在

我国已得到了长足发展，内容日益丰富，从早期药物咨询、药学

信息服务、临床用药分析及不良反应监测，到现在参与临床会

诊、拟订给药方案、通过治疗药物监测制订个体化用药方案、通

过药代动力学和生物利用度研究选择合理剂型和给药途径、开

展药物经济学教育降低药物治疗成本等。临床药学是药学监

护具体实践的基础，实施药学监护，必须有临床药学的全面发

展作为技术支持。

３　拓展医院药学实验室工作范围
医院药学实验室除应完成现承担的治疗药物监测、新药临

床动力学研究外，更要承担新药的Ⅰ～Ⅱ期临床治疗效果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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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评估工作。不但要检测药物在健康受试者或轻症患者体内

的各项参数，更应检测该药在患者病程中的体内药代动力学指

标，并与健康受试者各项参数和临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做出

相关性研究。生理状态、种族差异、地域差异、性别差异及生活

方式不同，均可造成药物体内代谢过程和临床治疗效果的较大

差异。这项工作应广泛地分工协作，充分利用临床资源，在有

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取得数据进行有效

评估，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临床药物治疗更切实际的给药方案。

４　技术支持
实现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药师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

理论及实践经验。当前我国药师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制约了药

学服务模式的根本转变。医院药学工作从浅层次服务到开展

药学监护是社会发展所必需。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创造条件，适

应这一转变。

４．１　在职药师继续教育　在卫生、医药主管部门的统一协调
管理下，与现在推行的执业药师制接轨，进行系统的药师规范

化培训。主要内容应侧重于补充临床医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

识，达到能全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目标。这是当前解决药师

整体水平偏低最有效的方法。

４．２　学校教育　２０余年来我国临床药学工作发展比较缓慢的
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业人员有效地后继补充。至今各医、药院

校仍未设立临床药学专业，临床药学各项工作均由药物化学或

药物制剂专业人员承担。他们的知识面对于临床药学工作显

得过于偏狭，使临床药学工作发展缓慢。１９９８年教育部颁布的
新的本科目录中，理科类药学专业只有１个。将临床药学人才
的培养并入药学专业并对其加强基础教育，特别是系统的医学

基础教育将有很大帮助，希望此举能为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转

变提供足够人才。

４．３　毕业后教育　当前应面向应届毕业的和在职的药学人员
大量培养临床专业研究生，重点补充临床医学专业知识，加强

药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刚参加工作的药学本科毕业生，应加

强临床药学实践，培养临床药学的工作能力，重点放在临床基

础理论的实践和临床基础知识的见习中，有计划地随临床医师

一起查房、写病历、参加病案讨论和治疗方案的设计及实施等

过程，充分补充和丰富临床医学知识，为全面开展临床药学工

作，适应新时期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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