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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和药学保健(Pharmaceutical care，PC)是本世纪 

医院药学工作的两个划时代的变革．它们改变了医院药学工作 

的方式 与工作内容，促进了医院药学工作模式的改变。临床药 

学是 合理用药为中心的临床药学服务，是药学的一个专业； 

而药学保健应该是成功进行临床药学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是医院药学的工作模式，包涵了医院药学工作的全过程： 

70年代末，临床药学在全国各大医院兴趋，各地相继成立 

临床药学研究室，或临床药学研究所．还有一些地区成立了 

医院药学部，使得临床药学研究在全国各地医院有了发展的空 

间。2O多年来，广大临床药学工作者艰苦努力，勇于实践，打破 

了单纯保障药品供应的工作模式，朝着医药结合，保证病人用 

药安全、有教、经济的方向拓展=为进一步了解临床药学在各级 
各类医院开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我们分别于 1996年～ 

1998年进行了3次调查。 

1 方法 
1996年～1998年分别对 258所各级各类医院进行 “所 

在医院目前开展II缶床药学工作’睛况”及 “治疗药物浓度监测 

(TDM)情况”的问卷调查，并查阅文献、搜集有关资料．加 分 

析讨论。 

2 结果 
1998年我们对 93所医院 (其 中三 甲医院 40所 ．占 

43．01％；三乙医院 18所，占 19．35％；二甲医院 29所，占 

31．18％；二乙及其它医院6所．占6．45％)进行了“所在医院目 

前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情况”的调查。表 1显示 93所各级各类医 

院药剂科开展临床药学工作(内容所示)的比例。 
表 1 -占床药学在 93所各级各类医院开展情况 

内 容 开展的 比例f％ 

临床用药咨询 

建立信息资料室 

合理用药和药物评价 
药动学研究 、生精利用度研究 

专I暇 药师以上^员培旨临床进行药物剂型和制剂的研究 
治疗药精琅度监测(TDM) 
“专 药师以上^员参与临床考房、会诊 

43 55 

61 29 

34．41 

11 29 

30 65 

35 48 

坩 82 

1996年～1998年我们对 258所医院进行了 “所在医院开 

展 TDM情况”的调查，内容包括监测品种、年次等．结果见表2。 

表 2 各级医院开展 TDM 比例情况 

3 分析 

3 1 开展药物信息咨询和建立信息资料室较为普遍 ．但尚需 

完善 

从表 1叮以看出，93所各类医院开展临床用药咨询和建 

立信息资料室的分别占 43．55％和61．29％。不少医院通过建 

立信息资料室，从事整理资料 、处方回顾性分析、印发 《药讯》， 

还编制了药物相互作用软件和药代动力学程序等，但不足之处 

有 3点：一是药物信息咨询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药物信息 

滞后，现有开展的一点咨询工作多为用量、用法等。一份医院合 

理用药咨询服务现状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用药和用量是病^ 

最常咨询的问题，药品价格则是病人除用法和用量外最关心的 

问题，相对来说，病人向医师咨询药物不良反应与禁忌证等 

题的较少。病人最常向药师咨询的内容依次是药品价格、药品 

通用名、服药注意事项及药物不良反应等，而医师向药师咨询 

的多是药品价格、药品规格、药物别名等专业性不强的药物问 

题；二是目前开展的药物信息咨询方法只有面对面的口头咨 

询，还应开展信函咨询、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等。从及时弥补专 

业知识较少、相关药物信息不足的角度来说，可考虑引^计算 

机信息媒彳卜辅助；三是除应建立图书、刊物药物信息数据库和 

药物信息软件外，还应建立药物信息互联网，与各太医院药学 

信息室形成网络．便于咨询和使药物不良反应、药品质量等信 

息的交流与共享，进一步发展还可 为杜区、家庭医疗提供药 

学服务。 

3．2 开展 TDM 的情况分析 

临床药学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即药师下临床、实验室 

3．1 注重 OTC药品的内、外包装 

我国制药企业在保证OTC药品本身质量的前提下，应注 

重新品开发和药品的内、外包装，这无疑将增加我国药品在 

OTC市场上的竞争机会，加大市场份额，最终带动制药企业经 

济增长和市场销售。据有关人士预测．下一个 1O年 ，仅中国农 
村 O'I’C药品市场总额将达到 400亿人民币。因此，注重我国 

()TC药品的自身质量及内、外包装，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的话 

题，应该引起我国{右i药企业的高度重规： 

3 2 注重 0Tc药房药师技能的训练 

分地区、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执业药师制度是建立高起 

点 OTC药房及今后我国OTC药品市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 
键步骤。OTC药品良好的咨询服务和推广 ，极大地依赣于 

OTC药房药师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的更新。通过各种教育形式． 

有计划、有组织地使 OTC药房从业人员获取执业药师资格，并 

掌握上述必备的技能，这对发展我国OTC药品市场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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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含药动学研究、TDM等)和药物信息系统。表 2显示， 

三级医院TDM工作开展得较为普遍。开展治疗药物浓度监测 

是临床药学实验室工作之一，但 TDM也不只是做与不做的区 

别，更重要的是通过监测结果制定个体给药方案，最终使病人 

受益 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服务并不普遍，从 3981年～1996年 

期间 8种期刊发表的 1 582篇体内药物分析论著 (涉及药物 

658种，报道频次为 2 749次)分析看，列前 3位的研究内窖为： 

药物动力学研究 1 009次，占36 70％；方法学研究 652次．占 

23．72％；生物利用度研究 362次，占 13 17％【ll。而通过血药浓 

度监视i结果来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的却很少。 

3．3 药师下临床的状况不尽人意 

临床药学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药学与临床脱节。药师 

下临床是临床药学主要的工作内容，只有通过下临床才能正确 

评价药物，参与合理用药，发现并防止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保 

证病人用药安全、有效 、经济。但且前有相当一部分医院开展临 

床药学工作还拘泥于实验室或部分信息资料工作，从总体 (见 

表 1)上看，临床药学在各级医院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开展 

“专职”药师以上人员参与临床查房、会诊；进人临床参与临床 

药物治疗工作的比例只有 18．82％，尚属起步阶段。据另一份 

调查资料显示，1O所医院 (9所二级医院，1所部队三级医院) 

中只有 1所医院参与临床查房 12l。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 

国医院药学专业队伍中缺少一支知识面广、医药结合型和比较 

成熟的临床药师队伍可谓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4 讨论 
4．1 试折我国临床药学发展缓慢的原园 

改革开放给我国经济和卫生事业带来了生机，给医院药学 

带来了新概念、新理论，当我们思考临床药学的发展过程时，不 

免要反思一个问题：我国的临床药学发展为什么那么缓慢?据 

笔者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4 1．1 临床药学作为药学的一个专业及其对保障医疗工作 

质量的意义，宣传不够。临床药学工作尚未得到社会和有关领 

导部门以及病人的广泛认可，故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方面受 

到 了限制 

4．1．2 “重医轻药”现象比较普遍，这种思想不仅在一些医院 

领导身上有反映，一些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部分领导身上也有 

反映 。 

4．1．3 没有 “专职 临床药师。我国在医院人事制度上没有 

“临床药师”的职称。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45％的医院设有临 

床药师职务，而且多是临床药学专业 6年制 Pharm．D．。 

4．1 4 医院药学功能的移位。市场经济把药学部(药剂科)推 

到经济利益的前沿，药品采购供应、创收工作牵扯太多精力，而 

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药学技术服务却重视不够。 

4．1 5 缺乏相应的设备与投资。 

4．1．6 我国尚无完整的培养临床药师的教育制度，缺少知识 

面广、医药结合型和比较成熟的高素质临床药师人才。 

4．2 培养临床药师是当务之急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指出：“医和药是左右手的关系，医院 

药房的功能不仅仅是卖药，更重要的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并 

明确指示医院要开展临床药学。而发展临床药学的关键是人 

才，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合格的临床药师。上海一份报纸曾以“临 

床药师，你在哪里? 向社会发出呼吁；《健康报》也曾以“呼唤临 

床药师”为题在第 1版呐喊。在临床药学发展的进程中，药师下 

临床已呼唤了 10多年，甚至 60年代就有医院倡导药师下临 

床，可几十年来，临床药师的一系列配套内容，依然是空白。 

4．2 1 转变药学教育模式。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内的药学院、 

系应主要为医院药学培养高级药学人才，但药学教育几十年一 

贯制，以化学思维方式，主要以化学模式进行课程设置，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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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保证药品质量为专业 目的，侧重于培养药检和初级科研 

人员，忽略了药物在临床应用时药物与人体相互作用这一重要 

环节。不重视药学服务和药学实践，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医 

院药学所需要的人才有一定差距，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动手 

能力差，临床知识缺乏．提供咨询的能力不足，难以胜任临床药 

师。因此，药学教育应从化学模式向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并改革 

现有的课程设置。 

4 2．2 有关部门应明确医院临床药师培养体制问题。70年代 

末。我国临床药学逐步被确认为医院药学的一项重要内窖，井 

相继举办了临床药学学习班；1991年制定的医院分级管理中 

临床药学被列为评审项 目，华西医科大学药学院设置 r临床药 

学专业，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建立了临床药学培训中心，井创 

办了《中国临床药学》杂志。但如何进行以临床安全、合理用药 
为专业 目标的临床药师的培养?在基础教育中实施，还是在毕 

业后规范化培训中进行，这是培养临床药师中需要明确的问 

题，需要有关部委领导着手解决。 

在美国，临床药师的培养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在药学院 

校中加强生物医学和临床学科的课程，学制 6年，其中预科 2年， 

学习普通基础课；药学院4年，前 3年学习药学学科和临床医学 

有关课程，第 4年为临床药学实习，毕业时授予Pharm D 。另 一 

种途径是药学本科(4年--5年)毕业生，继续学习 2年～3年， 

主要强调学习临床医学和医院临床药学实践。学习2年者，一 

般第 1年以学习有关课程为主，第 2年则进行临床药学实跬厦 

课题研究。有的则采用边参加临床工作边学习的方法，毕业时 

授予 Pharm D 。 

1998年，我国教育部明确药学院、系只有药学专业，旨在 

培养大药学通用人才。基于这个发展方向，对医院药师毕业后 

规范化培训应充实和加大临床药师培养的内容和力度，医院药 

师经过 2年～3年的通科培训l，继续专科培训2年～3年，侧重 

学习临床医学和医院临床药学实践，向培养临床药师方向发 

展 。 

4．2．3 确立临床药师在医院的地位。开展临床药学在我国已 

有 20年的历史了，但尚无真正意义上的临床药师，充其量只能 

说药师下临床，缺乏有关临床药师的教育培养、编制、职稚 、待 

遇、工作职责等一系列的配套内容。一方面，由于长期忽视医院 

药学的建设，造成医院药学部(药剂科)整体水平低，本科药学 

人才难以分配到医院药学部 (药剂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医 

院药学部 (药剂科)开展临床药学工作少，日常工作收收发发， 

传统的医院药学工作难以体现自身的价值，专业技术才能无用 

武之地，药学技术人员不安心，外流现象比较严重。 

4．2．4 医院药学部(药剂科)主任是学科带头人，是培养临床 

药师的指导老师。如何让药学部(药剂科)主任从不必要的事务 

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像临床科室主任一样把主要精力投人业务 

技术工作中，积极开展临床药学、药物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 

宴属当务之急。 

培养临床药师，需要得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领导的主 

持，也要成为卫生行政人员、医师、护士的共识，因为医院药学 

始终是医院整体医疗技术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 
一 大前提下，上下共同努力 ，必将为培养临床药师创造一个 良 

好的环境，保证临床药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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