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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事管理是现代药学实践的基础，本文对新形势下医院药事管理相关工作进行了分析，首先分析了当前
药事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包括观念守旧、思想落后，复合型人才短缺，设施不齐全，政策制度不完善

和药品管理的实施不到位等；根据发现的问题，结合目前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强领

导、提高认识，加强人才培养、引进高质量人才，加强设备建设，完善制度建设和加强监督审查，为新

形势下的医院药事管理工作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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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y manage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harmacy pract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ed work of hospital pharmacy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First, it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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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urrent pharmacy management, including conservative concepts, back-
ward thinking, shortage of compound talents, and facilities Incomplete, incomplete policy system 
and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drug management, etc.; based on the problems found, com-
bined with current research, proposes corresponding reform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leadership, raising awareness, strengthening talent training,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tal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qui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supervision and review, whi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hospital 
pharmacy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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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药事管理是现代药学实践的基础，它建立在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涉及经济学、管理

学、医院药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医院药事管理与医疗质量密切相关，并切实影响着整个医院的综合

经济效益。2002 年 1 月 21 日，国家行政部以及卫生部门正式发布《医疗机构药剂师管理临时规定》，

并在第二章特别强调药剂师管理委员会的相关制度条例的设立和完善，在医疗机构药剂师管理上，创新

理念：以患者服务为中心，以临床药学为基础，基于药学技术适应服务及相关药物的临床科学管理和合

理用药，使医院药学工作从传统的供应和服务模式转变为技术服务模式[1]。面对新问题，需要新思考、

新措施，才能实现新发展。 
虽然医院药房管理并不是我国提出的理念，但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药房管理，在药品管理、处方管理

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一直延续至今。随着“《药品管理法》(1989 年)、《处方管理法》(2007
年)、《医院处方审查管理规范》(2010 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方法》(2015 年)、《医疗机构药品

管理条例》(2011 年)”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我国医院药房管理取得长足的进步，重视公司产品质量，致

力于提高实力。药学服务和良好的药学实践等药学管理正在加深新的内涵。 
目前我国以患者为中心，加强临床药学基础，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我国药品管理人事制度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重视对过去大学的教育和训练，但对药剂师的重视却明显不足。药店只接受处方，药

剂师只接受中学教育。我认为，目前一些医院仍有中医恶化，政府和医院应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失误，

并进行研究。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剂师和医生的合作是今天医学的主流，近几年来，我国药师的排量不断

增强，药品管理人才的出口量越来越大，但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仍然缺乏，故加强在职药学人员的教育机

会，促进药学管理人员的学习，组织其参与学术交流，提高药学专业功能，对加强药品管理规范化、科

学化、专业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 

2. 当前药事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2.1. 观念守旧，思想落后 

2011 年开始重视药剂师管理，虽然中医学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存在医院领导对药剂师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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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还不够的情况，尤其是基层医院，导致医院药剂师管理单一或形式的流失。现在大部分基层医院都

是以药物管理的形式进行，一直传承着药剂师管理的统一理念。即：重点是药品管理、药剂师管理和药

店管理。也就是说，采购、药品调配配送是目前基层医院药店管理的具体业务内容，药品的科学性和安

全性不包括在药店管理中，或者几乎不参与临床药店管理，严重违背了现代药店管理理念。医院根据实

际经验，制定了完整的医疗诊断程序，包括诊断、检查、手术等，但不包括药剂师的工作，如果同时进

行药剂师的处方和医生的访问，不仅会浪费资源，还容易造成药方的形式化。 

2.2. 复合型人才短缺 

“药学院之路”、“大义之路”现象在一些医院普遍存在，尤其是基层医院的药学岗位，相关人员

不仅缺乏药学知识，而且缺乏后期教育机会。整体素质低，缺乏了解和执行新药学法律、法规和制度的

能力，不能适应新情况下的药学服务理念[3]。52.98%的医疗卫生机构医药品管理机构会员为中初级专业

技术人员，符合药品管理机构人员要求的仅有 32.4% [4]。在我国，实行监管改革制度，无疑为医药外包

市场提供了便利和平台，将一些技术含量低、使用过多人工生产力的生产任务，外包给其他低成本的国

家完成，从而能够有效缓解人才缺乏的困境。与此同时，很多国家、高等院校、企业也都十分重视对于

人才的培养工作，在医药领域中，往往会通过校企合作、校企联合等多种途径，探索培养专业人才的典

型做法和经验。当前，国内的生物制药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促进了制药技术和环境的不断改

善和提升，同时加上国家推出的诸多吸引人才、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许多海外精英加入到了“回国潮”

中，在一定层面上，能够解决国内人才短缺的问题。而且，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革新，很多

针对生物医药领域的人才招聘网站如异军突起，为相关的医药行业、领域，快速搜寻到所需要的专业人

才提供了平台[5]。 
药品管理人才队伍不健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① 管理理念相对滞后，基层医院不重视药品

管理人员建设，不重视药品管理人员引进，现有管理人员结构不合理，整体的管理人员结构不合理，教

育水平不高，② 基层医院工作条件有限，许多高学历、高层次人才不愿意进基层医院，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基层医院药品管理组[6]。③ 基层医院的药品管理人员培训不足，没有对相关人员进行系统的药品管

理培训，不能提高基层医院药品管理水平[6]。 
为了加强药学管理人才的培养，各大学设立了专门的药学管理专业，药学管理需要具有药学知识的复

合型人才、经济学和管理学，现阶段高校药学管理专业学生的学制一般不超过 6 年，在药学大学学习药学

专业知识，然后去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学习相关知识。由于各专业学习时间较少，高校师资力量有限，管

理药剂师的员工培养复杂费时，效果不佳。这样就更应该去学校，优化课程设计，充分保证学生的学习时

间，同时也需要医院的协助。医院药事管理学学生的实习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重要阶段，也是提高药品管

理水平的重要环节，如果医院药品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健全，那么就会妨碍综合性药品管理人才的培养[7]。 

2.3. 设施不齐全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产品，对药店、药店的环境(包括温度、湿度等)有特别的要求，一些医院特别要求

基层医院的药房、药品储备 30%的药房和药房暖气调节设施及记录[8]，许多医院的药方和仓库不符合标

准，通风条件不好，防火和蛀虫，冷冻条件不好的问题等非常明显，药店的实际应用领域相对较少，总

有一些复杂的药品陈设，陈旧的药品机床和肮脏的室内，一些药品甚至离开原包装，经常出现药品丢失

问题，没有有效的仓管制度，药品仓库管理变得不合理。 

2.4. 医疗机构政策制度不完善 

北京市 80%以上的医疗机构不能提供药品管理的详细规章制度，或者颁布的规章制度也很随意，80%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2.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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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机构不发放医生处方权登记证，90%的医疗机构会提出抗议。结合药品的特性和功能，可以列出

药剂师条约中所规定的 45%的“药剂师条约登记表”。对于常规药品的管理而言，要按照需求确定种类，

建立专门的账目进行记录，将药品分类、分项放置到专用的位置，并安排专人负责管理、清理和补充，

确保不能有过期、变质、积压的药品，同时在交接班时要有详细的记录[9]。 
对于口服药和外用药品而言，要将两者进行区分，并分别防止，贴上清晰的标签。 
(一) 按照病区的需求，合理设置口服药的基数，并将药物放置在清洁、干净、干燥的玻璃瓶之中，

同时，在瓶身上粘贴蓝框白底的标签，注明药品名称、数量和剂量。 
(二) 在病房中，要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和日常管理的要求，合理设置外用药品的基数。对于外用药

品，要将其放到专门的存放柜中，并粘贴红框白底的标签，进行清晰的记录，避免其与消毒剂混合存放。 
通过对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梳理，会发现，很多医院，尤其是对于基层的医院来说，对于药品管

理、规范经营等，缺乏完善的药品管理制度和规则，有的甚至没有专门的药品管理科室和部门，即使成

立了相关的部门、科室，但是却没有赋予其管理的权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

基层医院中，存在管理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规范化管理，

导致了在药品管理方面出现混乱；二是在国家的医院改革过程中，部分医院没有抓住重点，管理的体制

机制不健全，内部也缺乏监督和管理，外部缺乏合理的引导和督促[10]。 
(三) 对于医院的针剂而言，应该规范存放，置于治疗室的抽屉内，由护士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存放，

定期检查质量、数量，确保字迹清晰、不出有效期，并做好签名登记。 
(四) 对于急救药品的存放和管理，应该严格执行《病区特殊药品管理暂行规定》，做到定位、定量、

定期检查、定专人保管，建立交接记录本，进行记录并签名登记。 
还有医院的医疗制度(住宅检查制度、会诊制度、结构制度、病历编制制度等)也有很多不足之处，药

剂师不能参与临床诊疗或不能有象征性的参与，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沟通，无法发挥药学专业的优势。 

2.5. 药品管理的实施不到位 

伪造、修订药品管理委员会会议纪要原件和医院药事临床药剂师作业记录、临床药剂师参加医生访

问时，医院药品管理名实不符、药品管理中的一部分疏漏和工作存在问题。由于不同规格的药品混合场、

其他药品混合场、有效期不同、符号生产等问题，很容易导致药品混合场等问题。 

2.6. 药物的不科学使用 

在基层医院有些医生职业素养低，为盲目追求疗效，对药物的使用不科学。首先是对抗生素的不合

理使用，部分患者和医务人员对抗生素存在滥用现象，一旦遇到常规药物难以治疗的疾病，便不结合疾

病实际情况及抗生素使用原理，盲目的使用，造成经济损失甚至使患者产生耐药性威胁患者身体健康。

其次是用药时间不合理，部分药物只有在适宜时间服用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如果用药时间选择不合理，

轻则用药效果大打折扣，重则直接威胁患者身体健康。其原因主要是人体在不同时间段，代谢反应速度、

血液循环及浓度等存在差异。因此，需根据患者的生理变化、药物及疾病特点，合理选择用药时间。然

而有些医生不予重视，如需在睡前服用的药物，未向患者说明，导致治疗功效事倍功半[11]。 

3. 药事管理工作问题的改善措施 

3.1. 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医疗机构是规范药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医院领导层成员要改变自身观念，加强对药品的

管理。二是加强组织建设。分事到组，并设立负责组长，一切事由，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切实执行。 

https://doi.org/10.12677/ssem.2022.1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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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需要改变目前药品管理的管理理念，将工作重心从医院的效率转移到医院的声誉和名誉管理，

以新的视角观察医疗体制改革背景下医院药品管理存在的问题，积极改变观念，改革药品管理，积极参

与制定最新药品管理法规及相关政策，与基层医院相结合。实际药品管理，除了传统药物管理和药物管

理外，还应加强对临床药品管理的参与，提高药品管理的科学性。 

3.2. 加强人才培养，引进高质量人才 

药剂师管理是一门考验综合能力的学科，从业人员需要具备相关药学技能，还需一定的管理基础，

同时掌握经济、管理、药学、卫生等知识，成为综合型人才，不仅是高中人才培养目标，还是医院药品

管理的困难点，建议政府提高对培养人才的支持，提高药品管理师资的素质[12]。 

以下方法可以改善：① 积极引进临床药学人才及相关人才，优化人才，优秀人才可以参与基层医院，

有条件的医院可以提高人才待遇，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调整药剂师的团队结构，增加药品管理

组的新鲜血液，改变人员较少的团队建设问题。② 医院可以统一安排经费，扩大药学人员的教育机会。

加强培训，制定药学管理人员继续培训相应制度，鼓励药学管理人员通过外国派的学习、能力培养等途

径继续参与，加强培训、提高学术水平、药品管理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制定详

细培训计划，在定期培训、药学知识、临床知识、职业道德、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培训，持续促进药学

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13]。药学人员也要自觉学习医药学的新知识，以适应新形势下药学发展需要，

为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用药服务。 

3.3. 加强设备建设 

医院应在药房、药店等药品仓库建设基础设施，提高药品管理者的业务素质、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

“以患者为中心维护”的服务理念，并采用科学合理的药物[14]。针对基层医院药品储存秩序混乱、储存

空间狭小、药品储存管理条件不好等问题，医院应在药品管理条件和环境两个方面加强药品的储存和管

理。① 改善基层医院药房、仓储的环境条件，尽可能扩大药品管理的实践领域，优化药品的储存条件，

根据药品的特点，具备相应的冷藏设施、设备、空调、冷冻仓库等设备[15]，② 加强药品管理制度具体

是药品配置合理，药品要按照法律规定摆放，说明书和包装箱要按照规定进行保管。 

3.4. 完善制度建设 

医院可以完善制度建设。①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建立专门的药房管理部门，将

管理人员、医疗人员等相关人员纳入部门人事制度建设，以医院指导为中心，以药剂师部门负责人、临

床及辅助部门长为主要成员建立药剂师管理部门。②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医疗机构药品管理规

定”，结合“处方管理规定”等措施等医院自身实质性的相关药品管理规定制度，在全员中大力推广[16]
各部门和全体人员对药品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药品管理的监督，及时纠正不合理的问题。通过现

象、责任、例会明确问题和不合理现象，切实提高评估、考核赏罚、药品管理质量。 
最后，根据法律和规定，医院应该制定和完善适应自己的相应制度。例如，制定医药品管理制度和

医疗制度，整理医院原有的医疗制度(检查制度、会诊制度、应急制度、病历编制制度等)，让药剂师参与

治疗的过程，做好药学服务，做好与医生的药物治疗，要积极促进和实现学校交流，以患者为中心，采

用合理的药物。基于规章制度和程序，设计合理的诊疗程序，是药剂师临床实践、指导用药、服务患者

的关键[17]。 

3.5. 加强药品监督审查 

医疗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的监管。这就需要医院领导提高对药品管理的重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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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相关部门提高医院药品管理水准。同时，定期对各类诊疗机构进行培训，以加强从业人员素质。此

外，相关部门应适当增加药品管理员工评价表，鼓励创新，制定评价方法，鼓励辛勤工作的优秀员工[18]，
以此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技术水平。另外，开展定期的会议讨论医院药品使用情况，对一些常用

的药物(尤其是抗生素)进行详细分析，制定下一个方案，防止滥用抗生素引起细菌耐药性，为了防止超级

耐药菌事故的发生，制定阶段性的用药计划[19]。必须实施最后监督，评价医生合理用药程度，给予相应

的奖金是提高药品管理水平的关键[20]。 

3.6. 开展合理用药管理，提供人性化服务 

医学服务已经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开展人性化服务。与此相应，基层医院药事工作的服务内容和

范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从原来的注重对“药”的管理，转向了注重对“人”的合理用药管

理。药学人员要不断改变药学服务观念，积极参与临床实践活动，主动与临床医生、护士沟通，向他们

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指导患者安全用药[21]。医院通过开展优秀工作人员评选活动，促进药学人员改进工

作态度，提高业务水平，从而保证药品质量、服务、价格等各方面的诚信[22]。 
药学人员要适应现代医学服务模式的转变，充分展现药学专业知识价值，让其知识服务于患者，使

患者用药安全得到保障，为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保驾护航。药学人员在工作中，要积极解答患

者提出的疑问，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经济的药品；当患者使用某些药物出现不良反应时，要仔细调

查情况，正确处理，依法填写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报告表并上报。要有专门人员负责药品召回工作，总结

经验，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4. 总结 

药品管理是基层医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层医院的发展和管理有关。针对目前药品管理中存

在的机制不完善、人才不健全等问题，根据基层医院的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药品管理改革和相关法规

优化要求，为基层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打好基础[19]。 
加强医院药店管理，就要在制度建设上具有最高水平的设计方向。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加强内容

和规范化的制定。医院也应适当地改革其药事管理的方式，调整内部结构，让药剂师积极参与信息化、

现代化药事管理。同时，医院还应加强对药品管理的资金投入，积极进行药品管理设备建设活动，提高

药品管理现代化水平，加强信息化、现代化管理设备和设施(临床安全合理的支援)、加强药剂师与医生之

间的药学交流，减少药学管理失误，促进合理用药[23]。加强自身的药事管理水平，把药事管理工作落到

实处，减少用药不合理的现象，提升医疗水平[24]。不断加强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人民对医院

的满意程度，为医院树立良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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