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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是指药学与临床相结合，直接面向患者，以患者

为中心，研究与实践临床药物治疗，提高药物治疗水平的综合

性应用学科[1]。临床药学服务（Pharmaceutical care，PC）是以患

者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临床药学工作；是临床药师应

用药学专业知识向医师、护士（师）、患者提供直接的、负责任

的、与药物使用相关的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药物疗效、减

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我国的临床药学服务起步较晚，国内目

前没有成熟的临床药学教育体系和临床药师的培养模式，因

此需要药学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拓展临床药学服务的

内容，细化各个环节。虽然药师是临床药学服务的主要实施

者，但要实现临床药学的服务目标，体现服务效果，仅靠临床

药师是不够的，需要医师、护士（师）之间的紧密协作，和患者

的依从与配合。笔者旨在通过调查，深入了解医师、护士

（师）、患者对临床药学服务的需求倾向，明确其所持态度，以

为针对性的解决需求缺口，提高临床药学服务的质量，促进临

床药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2年 5－10月，对宁波市 4所“三甲”医院的在职医师、

在职护士（师），以及在这4所医院就诊患者采用非概率随机抽

样的方法进行调查。

1.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是在获得与本研究有关的大量信

息后，参考其他学者的问卷调查和研究方法[2-3]，根据医师、护

士（师）、患者不同群体分别设计，并请相关专家进行审核，提

出意见，对问卷进行多次的修改完善和补充，并采用逻辑分析

检验方法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调查方法采用了多

种形式，如门诊随机发放、深入临床提供药学服务时发放、学

术会议期间发放等。

1.3 调查问卷内容

问卷结构主要包括问卷名称、卷首语、填写说明、问卷内

容。问卷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医师、护士（师）、患者背

景资料调查，要求受访者逐一填写性别、学历、年龄、工作年限

及职称；第二部分是将医师、护士（师）、患者可能期望从临床

药师处获得的临床药学服务的选项列出，要求受访者在选项

前的括号中打“√”；第三部分是附加项目，要求受访者文字表

述目前临床药学服务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2 结果
2.1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共发放问卷 250份，回收问卷 238份，剔除数据缺失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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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份，得有效问卷 226份，有效回收率为 90.4％，其中医师 65

份，护士（师）74份，患者87份。

2.2 受访者背景资料

受访者背景资料见表1。

表1 受访者背景资料

Tab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

背景资料

性别
男性
女性

文化程度
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高中及以下

年龄，岁
20～29

30～39

40～49

50～59

≥60

工作年限，年
1～5

6～10

11～19

≥20

职称
初级
中级
高级

医师
人数

42

23

9

35

21

0

0

10

25

21

8

1

11

18

20

16

13

22

30

百分比，％

64.6

35.4

13.9

53.8

32.3

0

0

15.4

38.5

32.3

12.3

1.5

16.9

27.7

30.8

24.6

20.0

33.8

46.2

护士（师）

人数

5

69

0

0

24

50

0

39

26

8

1

0

38

25

7

4

39

26

9

百分比，％

6.8

93.2

0

0

32.4

67.6

0

52.7

35.1

10.8

1.4

0

51.4

33.8

9.4

5.4

52.7

35.1

12.2

患者
人数

42

45

1

3

25

35

23

20

18

28

15

6

百分比，％

48.3

51.7

1.1

3.5

28.8

40.2

26.4

23.0

20.6

32.2

17.3

6.9

2.3 受访医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医师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其技术含量高，经

验性强，决定了这一职业的权威性和风险性。临床药学服务

的目的不是取代医师的治疗行为，而是通过临床药师发挥其

药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协助医师优化治疗方案，不断提高

治疗水平。深入了解医师的需求，并了解他们对临床药学服

务的看法和目前临床药学服务的体验，有着重要的意义。

2.3.1 受访医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受访医师的临床药学

服务需求见表2。

2.3.2 受访医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受访

医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见表3。

2.4 受访护士（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护士（师）作为医嘱的执行者，与药物有着非常频繁的接

触，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很多与用药相关的问题，有时会因为对

医嘱的不理解，造成不能准确有效地执行医嘱。深入了解护

士（师）对临床药学服务的认识和需求，能将临床药学服务工

作落到实处，能使护士（师）更安全、有效、合理地执行用药医

嘱。

2.4.1 受访护士（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受访护士（师）的

临床药学服务需求见表4。

2.4.2 受访护士（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受访护士（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见表5。

2.5 受访患者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患者是医疗服务的主要受体，患者及其家属对包括药学

表2 受访医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Tab 2 Require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of doc-

tors

项目
1.是否需要临床药师为您提供所治疗患者的药历信息？

2.是否需要临床药师与您一起参与查房与会诊？

3.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参与疾病的诊断与病案讨论？

4.是否需要临床药师与您一起讨论并参与制订适宜的个
体化用药方案？

5.是否能够接受临床药师对您选择的药物治疗方案提出
建议与修正治疗计划？

6.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对为何如此选药给出药动学、药剂学
和药效学方面的解释？

7.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在患者用药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药
学监护和必要的调整处理？

8.是否需要对临床使用的药物提出经济学的评价和建议，
以期达到最佳效用比？

9.是否需要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10.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定期为您提供最新的药物信息，包
括一些“新”、“特”药品的情况？

11.是否希望临床药师收集不良反应报告，建立不良反应
资料库，使您在用药上可以借鉴和规避？

12.是否希望建立信息库，包括本院基本用药目录、处方
集、临床药讯及国内外有关药学方面的最新专业期刊、杂
志、著作，并通过计算机与有关药品信息中心的联网及时
更改药品信息？

肯定回答百分比，％
76.9

61.5

63.0

60.0

56.9

92.3

84.6

78.5

83.1

86.1

81.5

75.4

表3 受访医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Tab 3 Deficiency and defect of clinical pharmacy reflected

by doctors

项目

1.大多数受访医师认为现有的医院药师队伍的专业素质还有
待提高，大多数药师只具有基础药学知识，病理、诊断、生理等
相关医学知识欠缺。

2.由于临床医师轮转很快，而且进修医师、实习医师等水平参
差不齐，有时容易出现药物使用不当，这时若能有临床药师参
与合作，及时发现有关用药问题，就可避免因用药不当而产生
的不良后果。

3.希望建立健全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制度，加强信息交流，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早通报、避免不良反应的重复发生。

4.部分受访医师认为现阶段临床药师的信息化手段还不够完
善，希望临床药师采用信息化手段对处方和病历进行审查干
预，减少用药错误，使合理用药得到全面的提升。

5.希望临床药师特别关注药品剂量与年龄（老、幼），其他疾病
（如肝、肾、心血管、内分泌等）的相关性。

6.希望临床药师能对癌痛患者进行疼痛教育，协助医师进行规
范的疼痛评估，对阿片类止痛药进行品种转换和剂量的调整，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患者的痛苦，使患者轻松度过治疗过程，真
正建立规范的“无痛病房”。

7.针对姑息治疗患者，由医师确定患者每日所需输液量、热量
及电解质，希望临床药师通过计算制订出具体的输液种类（如
葡萄糖、氯化钠、脂肪乳、氨基酸、白蛋白等）、剂量及电解质
（钾、钠、氯、钙等）用量。

8.部分受访医师认为应该让临床药师对患者的治疗结果承担
责任。

9.希望临床药师平时工作能讲究方式方法，不干扰医师正常的
治疗活动。

所占百分比，％

81.5

61.5

58.5

47.7

36.9

35.4

35.4

32.3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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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内的医疗感受最为直接和敏感，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

是临床药师的工作重点之一。有报道[4]显示，在共使用125种

药物的受访患者中，约有 10％～20％发生不良反应，其中有

0.24％～2.90％死亡，因药品不良反应而住院的患者占总住院

患者人数的0.3％～5.0％，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患者对用药的

忽视与知识欠缺，例如随意服药与停药、随意增加或减少药量

等。再加之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处方用药日趋复杂，患者容易

产生用药不依从现象，这将直接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只有

深入了解患者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取得患者信任，使患者切

切实实感受到接受临床药学服务的益处，才能增加患者用药

依从性，减少甚至避免用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

2.5.1 受访患者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受访患者的临床药学

服务需求见表6。

2.5.2 受访患者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受访

患者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见表7。

3 讨论
3.1 医师方面

医师对临床药学服务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审慎的欢迎和有

选择的接受[5]。一方面，他们感到面对错综复杂的疾病治疗过

程，自己确实需要专业的药学人员为其提供积极有效的建议

和意见，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一项随机研究报道[6]显示，医

师、药师等多科专家参加的治疗组与单医师治疗组相比，其结

果可使患者住院日平均下降8.33％，费用平均下降17.42％，可

见药师参与临床实践前景广阔。如“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定期

为您提供最新的药物信息，包括一些“新”、“特”药品的情

况？”、“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在患者用药过程中进行观察分析、

药学监护和必要的调整处理？”和“希望临床药师收集不良反

应报告，建立不良反应资料库”方面获得了医师高比例的选

择，尤其是“为何如此选药给出药动学、药剂学和药效学方面

的解释”一项，更是有 92.3％的医师选择。这与李歆等[7]针对

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医师的调查问卷结果基本一致。可见，

医师由于药学知识的欠缺，需要临床药师给予他们专业的药

学建议，以促进合理择药与用药；另一方面，受我国历史文化

表4 受访护士（师）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Tab 4 Require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of nu-

rses

项目
1.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协助做好药品的请领工作？

2.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协助做好药品的保管？

3.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指导药品的正确使用？

4.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指导特殊药物的配制条件？

5.在联用药物时，是否需要临床药师告知注意事项？

6.能否接受临床药师提出的一些用药上的纠正意见，如给
药方式不妥、给药速度不妥、给药浓度不妥、给药时间间隔
不妥等？

7.是否希望临床药师解释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

8.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

9.是否需要临床药师进行药物配伍、稳定性方面的培训？

10.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提供有关药品信息和药事管理方面
的培训？

11.是否需要临床药师进行合理用药方面的知识培训？

12.是否需要临床药师负责患者的药物咨询工作？

肯定回答百分比，％
67.6

64.9

95.9

91.9

86.5

94.6

87.8

78.4

93.2

82.4

85.1

89.2

表5 受访护士（师）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Tab 5 Deficiency and defect of clinical pharmacy reflected

by nurses

项目

1.希望临床药师在开展药学知识的培训方面适当增加次数，以
一个月一次为宜。

2.对其他专科的一些特殊药物和特殊装置，受访护士（师）希望
能够得到指导，如泌尿外科的护士（师）要求临床药师演示干粉
吸入装置的使用方法；心内科的护士（师）要求临床药师解释皮
下胰岛素泵的使用方法。

3.部分受访护士（师）认为，在药物配伍禁忌遇到问题时，查询的
来源仅限于药物配伍禁忌表和药品说明书，这些资料实用性不
强，查询时极为不便，希望用数据库来管理药品和溶媒信息，建
立计算机查询，可实时快捷的查询到注射剂和溶媒间的配伍禁
忌，保证输液的安全。

4.部分受访护士（师）对哪些药物需要做药物敏感试验，具体如
何操作，希望能得到更具体的指导。

所占百分比，％

66.2

60.8

43.2

40.5

表6 受访患者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

Tab 6 Requirement of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of pa-

tients

项目

1.您希望临床药师把注意力放在患者的用药指导与咨询
上，而不是简单的配方发药吗？

2.您希望临床药师从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的相符性、剂量
与用法的正确性、选用剂型和给药途径的合理性、是否有
重复给药现象、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
伍禁忌等多方面认真审方吗？

3.您希望临床药师对联合用药问题、服药方法、用药次序、
服药禁忌、服药时间及次数做一些详细解说吗？

4.您希望了解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吗？

5.您希望临床药师告知特殊药品的储存方法吗？

6.您希望了解儿童用药注意事项吗？

7.您希望了解老年人用药注意事项吗？

8.您希望了解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用药问题吗？

9.您希望了解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患者的用药问题
吗？

10.您希望了解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的用药问题吗?

11.您希望开通药学服务专线，及时回答解释药学相关问题
吗？

12.您希望临床药师对您的用药情况建立药历，以便于对用
药情况进行系统跟踪与反馈吗？

13.您希望临床药师对您进行回访，进行上门服务，以便及
时发现用药过程中潜在的不良事件吗？

肯定回答百分比，％

95.4

97.7

93.1

80.4

91.9

78.1

79.3

68.9

80.4

67.8

96.6

86.3

81.6

表7 受访患者反映的临床药学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

Tab 7 Deficiency and defect of clinical pharmacy reflected

by patients

项目

1.由于调配程序和工作量的限制，大多数患者觉得临床药师
留给他们的咨询时间不够充足，患者在取完药后又返回到医
师处进行咨询，既浪费了患者的时间，也增加了医师的负担。

2.一些患者希望临床药师不但服务医院患者，也能服务于社
区、家庭的患者；不但服务于治疗性用药，也能服务于预防性
用药和保健性用药；还可以向患者提供生活上、心理上的服
务，扩展医院外延功能。

3.希望临床药师在沟通中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少用专
业术语，尽量使用确定性的语言。

4.希望临床药师预先告知所用药物可能会发生的副作用，以
减少恐慌心理。

所占百分比，％

74.7

48.2

40.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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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在原有的医疗模式中，医师是主体、权威，

而药师处于辅助地位。在医师看来，临床药师的介入会影响

到其在治疗过程中的权威性，如“是否需要临床药师与您一起

参与查房与会诊？”、“是否需要临床药师与您一起讨论并参与

制订适宜的个体化用药方案？”、“是否能够接受临床药师对您

选择的药物治疗方案提出的建议与修正治疗计划？”的选项比

例并不是很高。可见，这几项医师觉得临床药师对他们的帮

助不大。

另外，大多数受访医师对临床药师的工作能力的质疑也

占了较高比例（81.5％）。由于国内药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培

养模式仍属旧的化学模式，药学人员只有基础药学知识，对生

理学、微生物学、药物治疗学、内科学和诊断学等医学知识相

对欠缺，所以从普通药师到临床药师的业务转型与提高均需

要努力，不仅要求临床药师具有扎实的药学理论知识，还必须

具有临床医学知识，这样才能跟医师达到有效沟通，参与临床

药物治疗，提高用药的质量和水平。

3.2 护士（师）方面

护士（师）对临床药学服务期望很大。药物的应用方法及

时间正确与否，可以直接影响药物疗效，甚至是治疗成败的关

键，但护士（师）普遍缺乏合理用药方面的系统性培训，对药物

的配伍禁忌、给药途径、给药方法、给药时间等方面的问题，通

常缺乏正确的理论知识。所以，护士（师）从心理上是需要临

床药师介入其工作的，如“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指导药品的正确

使用？”、“是否需要临床药师指导特殊药物的配制条件？”、“能

否接受临床药师提出的一些用药上的纠正意见，如给药方式

不妥、给药速度不妥、给药浓度不妥、给药时间间隔不妥等？”、

“是否需要临床药师进行药物配伍、稳定性方面的培训？”、“是

否需要临床药师负责患者的药物咨询工作？”，这些均获得了

护士（师）高比例的选择。可见，护士（师）对临床药师在药学

方面所具有的专业优势有较大的信心，认为临床药师的工作

有助于弥补她们的专业缺陷，减轻其工作负担。另外，护士

（师）在“药品的保管”、“药品的请领”、“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的

监测”上要求一般。所以，如何正确使用药品是护士（师）最关

心的问题，应该成为未来临床药师针对护士（师）开展临床药

学服务的重点。

3.3 患者方面

随着医药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迫

切。如“希望临床药师把注意力放在患者的用药指导与咨询

上，而不是简单的配方发药”、“希望临床药师从处方用药与临

床诊断的相符性、剂量与用法的正确性、选用剂型和给药途径

的合理性、是否有重复给药现象、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

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等多方面认真审方”、“希望临床药师对

联合用药问题、服药方法、用药次序、服药禁忌、服药时间及次

数做一些详细解说”、“希望开通药学服务专线，及时回答解释

药学相关问题”的选择比例均非常高。这就要求临床药师在

对患者的药学服务上更加精细化，避免过于简略的药学服

务。如微生态制剂的注意事项，临床药师需要向患者说明，当

与抗菌药物联用时，应错开服药时间 2个小时，以防抗菌药物

对细菌的敏感作用影响微生态制剂的活性与功效；微生态制

剂不耐热，也要嘱咐患者不能用热开水送服；微生态制剂也不

宜与收敛吸附剂如药用炭、鞣酸制剂、铋剂、酊剂、氢氧化铝等

同时服用，以免被吸附与抑制；在贮存与保管上，微生态制剂

怕热、怕光，应于2～8 ℃避光保存。

同时，由于患者行业不同，教育层次、疾病情况各异，药学

服务必须根据每个患者的特点进行个体化用药教育。年老、

低学历患者提出的问题涵盖面相对表浅而宽泛，年轻、高学历

患者的问题偏向于精细而深入，这就要求临床药师能掌握聆

听艺术，运用语言艺术，微笑服务等，针对不同的对象，考虑其

理解和接受能力，掌握好尺度。另外，患者的临床药学服务需

求相当宽泛，延伸到了保健性用药和预防性用药上，这就要求

临床药师有很广泛的知识储备来作出应答。大部分的受访患

者（74.7％）反映临床药师没有足够的时间解答他们的问题，能

够提供咨询的渠道很少。建议在门诊、急诊和住院部分别开

设药师咨询服务台或咨询服务热线，也可以借助现代化的网

络信息技术开展多渠道的临床药学服务，满足患者的多渠道

咨询需求。

综上所述，临床药师在临床药学服务中要处理好的关系：

药师与患者——相互信任，增加患者用药的依从性；药师与医

师——密切协作，优化治疗用药方案；药师与护士（师）——协

助并使用药方案有效执行[8]。临床药师的工作岗位是医师、药

师、护士（师）、患者的最佳结合点，开展临床药学服务是医院

药学发展的需要，“新医改”促进了医院药学工作由传统的药

品供应型向知识和技术服务型转变，面对来自医师、护士

（师）、患者的各方面需求，药学工作者任重道远。临床药师要

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狠抓业务素质，不断加强各

方面知识的学习，大胆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和药学监护，根据医

师、护士（师）、患者不同群体的临床药学服务需求，有的放矢

地进行服务，形成医师、护士（师）、患者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

良好就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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