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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的众多药学工作者们对药学服务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与此同时,药学服务的理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并被人民大众所认同和理解。随着药学服务工

作方向的不断拓宽,并且逐步把病人放置到核心地位,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因此为了发挥药学服务

价值,本文概述了药学服务与全程化药学服务,阐述了药学服务的基本要求、重要作用及其主要内容,对

全程化药学服务特点及其不足与相关策略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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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Full Proces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Kexin L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umerous pharmaceutical workers in China have conducte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achieved a series of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has also been promot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recognized and understood by the people.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dir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work and the gradual placement of patients in the core 

position,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care is fully reflect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play the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this article outline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full proces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elaborates on the basic 

requirements, important roles, and main contents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shortcomings, and related strategies of full process pharmaceutic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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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是针对公共卫生,有效服务患者解决健康问题。

在药物治疗过程中,药师能够预防和识别与药物治疗有关的

各种问题,才能在药物治疗中发挥作用,连续性、效率和简单

性是医药服务的碎片化要求。为患者提供优质的药学服务,运

用最新的服务思维和专业的服务理念,无论是门诊、住院还是

急诊患者,无论患者的病情如何,药学服务都全程关注,保障患

者的健康。 

1 药学服务与全程化药学服务的概述 

1.1药学服务的概述 

药学服务是指药学人员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和工具,向社会

公众(包括医药护人员、病人及其家属、其他关心用药的群体等)

提供与药物使用相关的各类服务。临床中,疾病之于患者来讲,

它产生的影响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患者用药

之后,不同患者所反映的药物效果是不同的,无论是药师,还是

医师,都应针对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疾病状态或疾病恢复状态,来

拟定、安排药物服用计划与方案。 

1.2全程化药学服务的概述 

“全课程药学服务”是从“药学服务”衍生而来的一种药

学服务方式,由一些西方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是一种

直接的,可以理解为负责任的制药技术服务。全程化药学服务是

药学服务的升级版、改革版,它与传统药学服务不同的是,它更

讲究服务的“科学性”、“针对性”、“全面性”。从狭义上讲,全

程化药学服务是指透过医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能力,为患者、病

人提供最优质的药学服务,尽可能细化、深层次丰富药物的应用

功能与效果。从广义上讲,全程化药学服务是指医师、药学专家

在药品监督检验,在临床推广适用、药剂调整检查等步骤中全面

参与。与药学服务相比,全程化药学服务更倾向于医药科学在药

物研究发展中的统筹能力和规划能力。特别是在加快社会经济

建设的过程中,基本实现了从“基本保障”向“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院药学模式转变,向我国提供了“完整的药学服务”体系。 

2 药学服务的基本要求 

2.1要求与药物治疗有关 

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的情况提供科学合理的治疗,药师在临

床用药的科学合理选择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合适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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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合理用药,并积极配合用药计划,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具体

的治疗。 

2.2要求提供主动服务 

药学护理强调患者的健康和护理责任。药剂师不必为患者

提供实际服务,但药剂师必须考虑给药者的情况,负责任地提供

服务。尤其全程化药学服务上特别突出,因为患者在寻求药物治

疗时,疾病是被动的,患者是主动的,介入药学服务后,提供药学

服务的药师就应占据主导地位,除提供合格药品外,还要以主

动、积极的心态给予患者、疾病不同心理表象上的关心和照看,

强调一对一针对性的给予药物,给予治疗。 

2.3要求服务目标明确,关注服务效果 

根据服务形式的特点,制定合理有效的目标。明确服务目

标、关注服务效果,从字面意思上看,药学服务是针对疾病、疾

病影响而开发的科学性服务内容,虽然它的作用对象是疾病和

疾病影响,但其根本的服务诉求确实患者的切身感受而决定的,

这种服务效果的多层含义特征,是药学服务存在矛盾、障碍、不

足问题的根本,因为疾病的差异、身体状态素质的差异,药学服

务效果与质量无法以宏观数据和统计表来判定,只能通过一个

个微观案例来评估、分析。 

2.4要求注重生活质量 

药物治疗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对药物治

疗本质的更好理解,药物不再用于预防和治疗疾病,而是提高生

活质量。 

2.5要求承担责任 

群众将临床药物治疗交给药师时,既要承担起应对的责任,

又要帮助临床医生提供群众应对的治疗,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

的有效性。 

2.6要求服务对象和研究对象要在统一标准、基础上 

一般来讲,药学服务是针对临床药物来做的专项研究项目,

药师要明确知道药物的作用、作用对象、作用效果,以及副作用

情况,研究内容要与服务内容相匹配,方才能够准确、精细的找

出最佳、最优的药物配方和使用方式。 

3 药学服务的重要作用 

3.1增强患者用药的依从性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我保护意识也随之

增强。患者对于药品本身所带来的不良反应的认识越来越多,

患者非常注重药物所产生的不良反应。同时,一些门诊患者,在

使用药物过程中会出现不遵循医生医嘱、随意停药或增加减少

药量,这样对于疾病治疗极为不利。 

3.2增强患者治疗疾病信心 

药师日常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能够帮助患者了解药物,对其

进行细致耐心的说明,使他们了解到足量、按时用药的重要性。

特别是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伴之终身的疾病药物更是不能随

意换药和停药。通过一些细致工作,使患者充分认识到只有合理

用药才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安全因素,有助于患者战胜疾病

的信心。 

3.3帮助患者更加安全合理用药 

由于药物本身具有一定副作用以及个体差异的存在,这就

凸显出合理用药的重要性。医师多数情况下,对于病情治疗往往

会更加专业,药师对于药物特性、药理以及不同药物之间所带来

的不良影响更加熟悉,这就要求二者在治疗和用药上相互配合,

提升药物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4避免医疗纠纷发生 

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用药是关键环节之一,如果在用药出

现偏差,或者围绕用药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收费不明、医嘱不

清晰,很容易产生医患矛盾,因此,加强医药服务,优化沟通方式,

迎合患者合理需求,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4 药物服务的主要内容 

4.1药学监护 

对药品使用过程进行监护是药物服务一项贯穿始终的工

作。从事药物服务方面的人员如药师等,要经常深入临床一线,

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经常与他们沟通,同时注意搜集和整理

相关信息,必要时可以建立药历。在具体工作中,可以向患者指

出药物相关问题,指导其合理用药。在用药全过程中,可以对用

药进行监督,给出合理的用药方案。 

4.2药物检测 

药物服务可以更精细地、更深程度地提供咨询和建议。通

过测定血液中或其他体液中药物的浓度,利用药代动力学原理

使药物使用方案更加个性化,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用法、剂型、

剂量及日程,这样可以提高药物疗效,减少药物副作用,为临床

治疗提供实验室数据。同时,药学服务根据药学专业知识,对用

药使用方案进行监测,更合理用药,提高治疗有效性。另外,药学

服务还可以监测患者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现药物治疗过程中

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医护人员提供有用的药学信息。 

4.3药物咨询 

这是药学服务最基本、最传统的内容之一。药师可以依据

已有的药物专业知识,在用药中对患者提出的问题给予更专业

的解答,在医生确定用药方案时也可以利用专业知识给予更加

专业的选择,使得用药更加安全、合理、有效、科学,满足各方

需求,达到用药最佳治疗目的。 

4.4药学信息整理 

药学服务除了要有专业的知识作为依托外,还需要全面的

相关信息做基础。随着信息化手段不断应用于各个领域,在药学

服务方面也应该建立信息系统,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类、编目和

索引等,将药物信息合理组织和存储,加强药学信息整体建立,

为更好地开展药学服务奠定基础。 

5 全程化药学服务特点及其不足 

5.1全程化药学服务特点 

(1)全程化药学服务系统化。药学服务中的根本关系是药师

与病人的关系,全程化药学服务则强调临床药师通过实施药学

服务,确保患者合理用药,减少药源性疾病的发生,同时与医疗

保健、护理服务一起来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医药结合涵盖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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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服务的核心内容,护理工作的优劣与药学服务有显著相关,体

现了医、护、药等专业人员的相互协作。另外全程化药学服务

具有多学科支撑性,因此它是一个系统的服务工程。(2)全程化

药学服务社会化。药学服务中的“服务”不同于一般的仅限于

行为上的功能,它包含的是一个群体(药师)对另一个群体(病人)

的关怀和责任。由于这种服务是与药物有关,那么这种服务应该

涉及全社会所有使用药物的病人,也就是说药学服务本身具有

很强的社会属性,其社会属性不仅体现在为医院病人服务(因为

医院本身具有社会的属性),它还体现在为社区、家庭中的病人

提供服务。 

5.2全程化药学服务不足 

目前来看,药学服务还没有与临床实践医疗服务工作很好

的结合,特别是全程化药学服务,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患

者人数远超于其他各国,在庞大的药学服务需求环境中,全程化

药学服务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药品资源、时间成本资源已超出

了我国药学界所拥有的研究资本容量,药学服务只能做到“个

别”、“示范”,而无法在短期内大规模、大范围普及与应用。集

中问题与不足有两方面,一方面,药学服务对象的核心是公众,

终极目标是提高我国患者大众的生活质量水平,两种要求集合

在一起,给药师、医药专家们提出了相当高、相当繁重的工作要

求和标准,现实情况显然是不乐观的。 

6 提高全程化药物服务水平的策略 

6.1建立健全合理用药体系 

合理用药体系是提高全程化药学服务水平的基础工作,不

论是在门诊、急诊还是病房,都需要建立合理用药体系,使得用

药指导、服务监测、不良反应记录管理等工作走上制度化、常

态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和教育

医护人员实施合理化用药知识,提升药师专业能力,指导患者合

理用药,使广大患者对药学服务的信任度持续提高,不断提升药

学服务水平。另外,可以定期编辑《合理化用药指南》,内容可

以有处方点评汇总分析结果、超常用药预警、临床常见药物相

互作用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结果,使广大医护人员持续掌握用

药方面规律和特点,便于更好地指导患者用药。 

6.2健全药学服务激励机制 

全程化药学服务领域要引入激励机制,使广大从事药学服

务医护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合理化

用药工作中,自觉抵制不合理用药现象发生。及时发布不合理用

药信息,并深入剖析原因,降低药物使用不良反应发生几率,把

不合理用药隐患降到最低。药学部门要持续加强队伍建设,以学

科建设为引领,加强人才培养力度,增强药师队伍整体能力水

平。特别是对于初下临床的药师,要严格规范工作流程、明确工

作目标,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和经验。药学部门也要

加强临床医师的沟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学习他们的诊疗方

案,积极为临床医师提供安全用药指导,突出药学服务在临床治

疗中作用。 

6.3加强药学信息服务建设 

全程化药学服务要深入药学用药监控,定期对药品进行分

析和检查,与国内外指标进行比对,力求对用药合理提供科学依

据。这些都需要有药学信息系统做基础。首先要建立药学信息

服务系统,把一些基础关键要素在系统里可以体现出来,为科学

用药提供基础。其次要充分发挥药学信息系统作用,及时发布药

物信息的资讯和用药指导,促进合理用药水平的提高。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全程化药学服务打破了传统药师只是被动地听

从医护人员为患者服务的状态。国家卫健委在《关于加强药事

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中指出：要推进药学服务从“以

药品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变。随着药学服务越来越

受到重视,对于提高药物治疗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依从性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药学服务与全程化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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