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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有效、合理、安全用药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所以药学服务在我国已逐渐受到重视。药学服务指

药师根据本身掌握理论知识和工具，在药物使用方面给予一系列指导服务，药学服务能更加系统全面有

效的保障患者安全用药。本文结合我国新医改形式，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比较了国内外药学服务现

状，剖析了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及发展方向，以供借鉴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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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use drugs effectively, reasonably and safely has become a hot spot of social concern, so 
pharmaceutical service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 Pharmaceutical 
service refers to pharmacists who have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ools to provide a series of 
guidance services in the use of drugs.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can be more systematic, compre-
hensive and effectiv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with medication. Combining with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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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reform form of our countr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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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学服务(Pharmaceutial Care, PC)的概念[1]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提出，1990 年美国学者 Helper 和
Strand 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2]，即药学服务是药学技术人员根据本身掌握理论知识和工具，在

药物使用方面给予一系列指导服务，属于新型服务方法，药学服务更加系统和全面有效保障患者安全用

药。药学服务最核心的内容是服务，具体工作包括[3] [4]：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准确地为不同疾病的

患者选择正确的药物和剂型，合理的用药方式，最佳的用药剂量、服药时间，正确的药物配伍、联合用

药和综合治疗方案，以及饮食和环境的配合等，通过给予医生护士建议、监护、询证、调查、反馈等对

患者做全方位的关注，以实现相关的技术保障。本文对新形势下医院药学服务进行了综述，旨在总结国

内外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及发展方向，以期为我国医院药学服务模式的研究提供参考。 

2. 国内外药学服务现状 

2.1. 国外药学服务 

美国[5] [6]社区药房的药师可以为患者提供传染病护理测试、生命体征测量和患者用药管理等药学服

务，还可以通过收取接种疫苗、药物治疗管理费用等来获得利润。虽然社区药学服务在美国已普及，但

如何使用基于社区药房基础设施的综合方法获得更高质量的药学服务，仍然有待努力[7]。在欧洲[8]，药

师可以根据医生开具的处方酌情选择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最适宜的药物发给患者，比如意大利

的社区药房往往以较高的药品差价销售以此来获得利润[9]，而荷兰和英国则是通过收取“服务费”来获

得利润。虽然欧洲国家已在社区药房建立了相应国家质量标准，但对药师的培训仍然需要不断更新，且

社区药房推出可靠的药物管理方法将对药物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10]。韩国[11]药学服务的现状主要表现

为缺乏适当的奖励制度、药师对患者情况了解不全面及与医护人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等。所以应综合

各方面条件，使药师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医药领域的作用。 

2.2. 国内药学服务 

药学服务这一概念引入我国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我们药学服务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大众对药

学服务的认识还不够。传统的药学服务主要包括门诊调剂服务，随着医院药学的发展，逐步开展了静脉

用药配置服务、药师咨询服务、专科药师药学服务、药物管理与治疗管理服务等[12]。基于医院药学服务

开展受限、药学管理制度的不完善、药学人员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人员配备不足等因素，我国医院药学

服务的发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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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药学服务存在的问题 

3.1. 药学人员基本情况 

我国在校药学专业一般为 4 年制，课程主要以实验室药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没有与临床用药有直接

的关系，导致药学专业毕业生临床实践经验缺乏。目前，医院药学人员的学历基本以大专和本科为主，

硕士和博士等高学历人才很少；职称以药师和药士为主，主管药师居中，副主任和主任药师占少数；人

员分配比例中，药品调剂人员数量比例最大，而投身医院药学科研的人员比例小，与药学服务模式的转

变不相符[13]。 

3.2. 药师工作量大 

资金设备投放不足导致医院药房自动化欠缺，药师承担的工作量非常大。目前一些大型医院建立了

智慧药房，有效缩短了药师调剂时间，但是小型医院则难以配套相应的设施。此外，日益增加的门诊病

人让药师分身乏术，有效的时间内只能做简单的用药交代，工作之余不注重再学习再教育，再加上缺少

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仅靠当下的专业水平支撑不了个体化给药和药学服务平台，阻碍了药学服务的高

效开展。 

3.3. 临床药师短缺 

临床药学专业在我国发展的起步时间比较晚，在各大医学类院校专业重视程度低，导致临床药师人

才缺乏。而且从目前的法律条文看，仅仅对药师的资格以及行为规范进行了规定，没有明确的针对药学

服务的法律法规，导致各界对临床药学服务的重视程度不足，缺乏足够的培养机构和药学服务人才。在

临床药师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开设的临床药学方向较少，临床药学工作难以覆盖到全部临床科室，以致

临床药学服务发展缓慢。 

3.4. 药物咨询门诊遇冷 

自“药品零差额”实施以来，很多医院开展了门诊用药咨询服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及大

众对药学服务了解受限，药学服务的推进仅限于宣传和浅层次的摸索阶段，药师的职责和义务不明确，

导致药学服务开展不顺利。 

4. 药学服务对策分析 

4.1. 完善法律体系和培养人才 

国家相关部门应制订科学合理的药师管理制度和工作准则，加强药师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各项

法规，确立药师在药学服务中的地位，有效地促进临床药学工作的改革和发展。与此同时，医学类院校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注重临床药师的临床实践和规范化培训，加快我国临床药师人才的培养步伐，填补

社会对临床药学人才需求的缺口。 

4.2. 药房智能化 

从国家、社会、医院的层面争取对药房的扶持政策，使医院药学工作向智能化发展，降低药师工作

量。智能化药房的逐步实现，一方面降低了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药师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服

务患者，促进规范合理用药。另一方面，开展药师向临床药师的转型工作及促进药师继续教育，让未来

的药师更完美地体现药师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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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施药事服务费 

医疗机构药学专业服务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药品零差额的时代严重冲击了医院药剂科的地位，合理

的药事服务费是药学服务价值的体现[14]。设立药事服务费有利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科学量定药

学人员的技术劳动，弥补医师在交代用药注意事项方面的不足，不仅能吸引更多药学人才，还能提高大

众对合理用药的认识，全面提高医疗质量。 

4.4. 开设网上服务平台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互联网+药学服务”成为现实。建立医院网上药学服务交流平台，患

者通过公众号即可了解用药知识，可以为更多有需求人群提供个体化用药指导，缓解了临床药师的短缺，

更好的推动我国药学服务事业的发展，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专业的用药知识，比如药物使用频次、用药

剂量、用药周期、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药物保存环境、药物禁忌症等。 

5. 药学服务的发展方向 

5.1. 全面提升药学服务人员综合素质 

科室推行“敬业奉献、热情服务、团结协作、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理念，药师带着爱心、诚心、

耐心、细心和热心为患者提供主动服务、全员服务、全面服务。定期组织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定期组

织药学专业知识考核，增强药学人员的沟通能力，促进药学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重视临床药学人才的

培养，同时药学人员要立足现有岗位，加强培训，不断进修，向临床药师方向发展，通过对医学知识的

学习增加临床知识，加深自己的药学专业知识，与临床医师共同做好临床药学服务。 

5.2. “三位一体”的药学服务  

药学服务工作中，医生、护士、药师三者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成立由药师发挥主导作用、医师和

护士共同参与的药学服务小组，与患者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大家分工明确，共同协作，各自发挥专

业特长，使三位一体药学服务干预及时、内容全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模式需要药

师大胆的走出“舒适圈”，主动参与临床工作，如根据临床医生、护士等参与查房、询问患者病情，参

与急危重症患者治疗方案的讨论交流等。 

5.3. 个体化用药 

个体化用药是基于患者间的个体差异对其用药做出科学的规划，进而制订针对该名患者的给药方案。

目前全国已有众多医院的药学部门开展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TDM)和基因检测，分析

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和药物疗效之间的关系，为患者的个体化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15]。 

5.4. 老年病、慢性病管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型肺疾病、骨关节病等老年病、

慢性病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部分患者希望得到老年人用药特殊性的普及教育、药品

说明书的详细解读、常见药品不良反应的应对措施、药品有效期的判定方法、自我药疗的指导、漏服、

忘服药品的应对措施、变质药品的识别方法等方面药学服务[16]。针对不同类型老年病、慢性病患者开展

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药学服务迫在眉睫。 

5.5. 建立患者反馈平台 

通过建立用药信息反馈平台，将不同患者用药及用药情况进行记录和说明，方便患者随时反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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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药师可以根据信息栏上的反馈发现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改进，以提升服务质量。依靠这

一平台能够加速不同医务人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时掌握不同患者使用不同药物治疗情况以及特点，确

保患者得到科学的治疗与护理。同时，用药信息反馈平台获取的大量数据还可用于临床科研、医院管理

质量评价等[17]。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的药学服务要求药师不仅要掌握专业知识，也应具备良好的服务技巧和综合素

质。随着公众对药师工作关注度的提升，药学服务内涵进一步丰富，药学服务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新的时代特点，我们应该以实施规范化服务为突破点，大胆创新，注重多部门的联合，从思想上转

变，在行动上落实，提高专业素质，提升服务水平，保证药学服务效果，确保医务人员、患者及患者家

属等均得到所需的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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