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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是药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以患者为中

心，研究临床药物治疗效果，提高药物治疗水平的综合

性应用学科。临床药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是高等教育

阶段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教学实践环节，毕业实习质

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1]。

如何提高临床药学专业毕业实习质量是临床药学专业

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2]。2016年 1月，教育部高等学

校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了《临床药学专业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目的在于明确临床药学专业培养目

标及规范临床药学实习基地标准。本研究通过调查重

庆医科大学 2015届五年制临床药学本科实习生的实习

现状及需求，全面获得实习生实习中的真实想法和意

见，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临床药学专业的毕业实习教学工

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重庆医科大学 2015届五年制临床药学专业学生共

120位，实习时间为2014年1月－2015年6月。

1.2 调查内容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实习生的基本情况、

目前实习现状、实习需求3个方面，详见表1。

1.3 调查方法

首先在问卷网网络平台注册，登陆平台后将需要调

查的内容以选择题和问答题形式创建问卷，并设定收集

时间段为2014年6月11－25日，同时获得调查问卷链接

网址。学生实习6个月后告知120位学生此次调查问卷

的目的及用途，通过微信、飞信、短信及QQ的方式将调

查问卷的链接网址发给每位学生，要求每位学生独立填

写，问卷网网络平台自动收集数据。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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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56位（50.0％）实习生认为由临床药师与临床医师一起带教获益更大；97位（86.6％）实习生对先轮转药房再轮转临床科室的

实习轮转安排较为满意；103位（92.0％）实习生认为毕业考核应以理论考试为主，临床实践为辅。结论：我校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实

习安排得到绝大多数实习生的肯定，实习生对实习带教老师、轮转顺序、日程安排、考核方式等都比较满意，但还有部分实习生对

如何具体参与临床工作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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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情况

共收到问卷112份，有效回收率为89.9％。其中，男

生42位，女生70位；在三级甲等医院实习的108位，在二

级甲等医院实习的4位。

2.2 目前实习现状

在对实习生实习现状的调查中，100位（89.3％）实

习生有指导老师，12位（10.7％）实习生没有指导老师。

目前，实习生已经渐渐融入临床参与的工作有查房、书

写药历、病例讨论、文献阅读报告、处方医嘱审核、Ⅰ类

切口用药点评、患者用药教育、不良反应收集等。在实

习中实习生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其中 105位（94.0％）实

习生认为自己欠缺将药物运用于临床实践的技能，不熟

悉药物适应证、不良反应、配伍禁忌，针对具体的症状不

知如何选药；7位（6.0％）实习生对临床药师职业不被医

师、护士理解与接纳感到困惑，且不知道怎么与医师、护

士及患者沟通交流。

2.3 实习生实习需求

2.3.1 实习期望 103位（92.0％）实习生希望通过实习

可以将医药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3位（2.7％）实习生想

通过实习掌握不同科室的学习方式和临床思维；4位

（3.6％）实习生希望可以获得某个疾病或者某类药物的

最新进展；1位（0.9％）实习生想了解国家、医院在药物

管理方面的一些基本政策；想知道临床药师这个职业的

职能和作用；想熟悉药剂科日常工作流程。1位（0.9％）

实习生对实习很迷茫，甚至没有实习打算。

2.3.2 实习时间 61位（54.5％）实习生认为合理的实

习时间应为 1年，31位（27.7％）实习生认为实习时间应

大于1年（1.5年或2年），而14位（12.5％）实习生认为实

习时间应小于1年（6个月、5个月或3个月），6位（5.3％）

实习生不知道实习多久好。

2.3.3 实习中最受欢迎的培训形式 实习生最喜欢的

培训形式是小讲座、病例讨论和文献阅读报告。

2.3.4 带教老师 对实习中由谁带教的调查结果显示，

56位（50.0％）实习生认为由临床药师与临床医师一起

带教获益更大，31位（27.7％）实习生认为由临床医师带

教学到的东西更多，25位（22.3％）实习生认为由临床药

师带教受益大。

2.3.5 轮转顺序及日程安排 对目前临床药学本科毕

业实习生的轮转安排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97位

（86.6％）实习生表示满意，这些实习生为先轮转药房再

轮转临床科室；15位（13.4％）实习生表示不满意，这部

分实习生是先轮转临床科室再轮转药房。为了进一步

了解实习生进入临床实习期间1天的实习安排哪种形式

获益更多，对受实习生欢迎的日程安排进行了调查。结

果发现，79位（70.5％）实习生认为上午半天去临床实

习，下午半天回临床药学室的实习日程获益更多，15位

（13.4％）实习生认为整天待在临床科室的实习日程获益

更多，3位（2.7％）实习生认为整天待在临床药学室的实

习日程获益更多，15位（13.4％）实习生认为每个轮转科

室的时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全天待在临床科室，

另一部分查完房之后就回临床药学室的实习日程获益

更多；或者同一个科室第一个月先在临床药学室掌握基

础知识，第二个月到临床科室巩固基础知识的实习方式

获益更多；或者结合自身条件，临床药学室和临床科室

交替，周期视医院和科室情况而定，轮转时间安排灵活

的实习方式获益更多。

2.3.6 实习考核方式 103位（92.0％）实习生认为应该

以理论考试为主，临床实践为辅；9位（8.0％）实习生认

为实习考核以平时带教老师考核即可。

3 讨论
3.1 实习现状

3.1.1 带教老师 为了保证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有带教

老师的正确指导，应该避免实习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

且需要开辟多种交流沟通方式，让实习生即使在实习期

间，当遇到理论问题时，学校的理论课老师也能给予及

时地指导，从而提高毕业实习质量。同时，要求实习带

教老师不仅要具备理论实践经验，还要具备高尚的思想

品德及人文修养，这样才能成为实习生学习的榜样，与

实习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3]；并能按照实习计划要求，

指导实习生完成实习任务，帮助实习生在实习期间与患

者、医护等人员建立良好的沟通，考核和评价实习生实

习计划完成情况[4]。带教老师良好的工作作风及待人处

事方式，对即将毕业进入工作岗位的实习生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因此，在今后临床药学实习生实习带教老师

的选拔中，带教老师德才兼备尤为重要。

3.1.2 实习中参与的工作及遇到的问题 经过6个月的

实习，实习生已经渐渐融入临床参与查房、书写药历、病

例讨论、文献阅读报告、处方医嘱审核、Ⅰ类切口用药点

评、患者用药教育、不良反应收集等工作。 105 位

（94.0％）实习生认为自己欠缺将药物运用于临床实践的

表1 临床药学本科生实习现状调查问卷内容
Tab 1 Questionnaire contents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n-

dergraduates’graduation practice for clinical phar-

macy

项目
实习生基本情况

目前实习现状

实习需求

内容
你的性别
你实习的医院级别
是否有指导教师？

本人已参与的工作有哪些？

到目前为止，你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多困扰的问题有哪些？你是如何面对的？

你认为合理的实习期限为多久？

你最喜欢实习中的培训形式有哪些？
你认为实习中由谁带教获益更大，请排序？

①临床药师；②临床医师；③临床药师、临床医师一起带；④各有优缺（请补充）
你认为在医院实习哪种安排顺序比较合理，请排序？

①药房；②临床药学室；③临床科室
你认为哪种实习模式收益更大？

你认为什么样的考核方式最能反映实习水平？
你希望在实习期间从哪些方面获得提高？或者你希望带教老师从哪些方面进行指导

学习？
请对实习单位的带教工作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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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这就要求带教老师在实习带教中，慢慢引导，指

导实习生将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同

时，通过查阅文献，与实习带教老师、学校理论课老师、

同学间相互交流等方式及时补充新知识，让实习生学会

遇到问题可以立即找到解决方法。7位（6.0％）实习生

对临床药师职业不被医师、护士理解与接纳感到困惑，

且不知道怎么与医师、护士及患者沟通交流，这也是值

得关注的问题。有些实习医院，虽然设有临床药师，但

是临床药师没有真正深入临床，临床药学工作没有得到

临床医师、护士的真正认可，这样实习生就很难掌握临

床药学工作性质及特点，以及如何深入临床，如何找到

切入点，这将使实习效果大打折扣。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实习单位和学校在完善实习计划上深入探索。

3.2 实习需求

3.2.1 实习期望 对五年制临床药学本科毕业实习期

望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111位（99.1％）实习生对自己毕

业实习期望较高。他们认为毕业实习不但能将学校内

学习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还能扩展知识面，可以学

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其他知识。但是，在调查中也有

1位（0.9％）实习生认为毕业实习不必要或无所谓，没有

认识到毕业实习的重要性。他认为毕业实习仅仅是走

过场，应付毕业。实习带教老师应该对实习生进行正面

引导，提高实习生实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社会培养

高素质人才。

3.2.2 轮转顺序及日程安排 实习生对毕业实习日程

安排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多样化的实习日程安排是

实习基地改变实习日程的方向，理想的毕业实习日程安

排应该能够满足实习生的不同需求，不一定要规定一种

统一的方式，因材施教最关键[5-7]。多种实习方式相结合

可以满足实习生的不同需求。临床药师带教保证了实

习生能够很快地了解临床药师的工作方式，全面地参与

临床合理用药[8-9]，而临床医师带教也满足了一部分实习

生想进一步提高临床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需求[10-11]。这提

示临床药学实习生实习基地不但要为实习生毕业实习

提供实习场地，还要考虑建立新的实习方式，比如引入

模拟患者教学[12]、开展基于问题的教学[13]等方法。

3.2.3 实习考核方式 目前，临床药学实习生毕业实习

考核多分为临床实习考核、药学毕业考核及毕业论文考

核三部分内容[14]。各项成绩多以带教老师凭实习生的

表现主观打分，其中存在着明显的人情分。而单纯的以

理论考试成绩考评实习生实习，又不能完全、有效地反

映实习生实习的真实情况[15]。所以，探寻更加客观、科

学的实习量化考核方法评估实习质量，为临床药学本科

生在实习阶段中的考核提供理论依据，为各个实习阶段

提供有效的考核评价方法，是当前临床药学本科实习教

育工作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实习生实习完后，

除理论考试外，临床实践考核也应重视。临床实践考核

可以针对具体的病例，让实习生拟定初始临床诊断，制

订初始治疗方案；如果治疗过程中病情变化，如何调整

治疗方案？相应的检查、监护与用药教育如何开展？临

床实践考核要体现实习生对患者药物治疗过程的动态

监测、参与药物治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我校临床药学专业本科实习安排得到绝

大多数实习生的肯定，实习生对实习带教老师、轮转顺

序、日程安排、考核方式等都比较满意，但还有部分实习

生对如何具体参与临床工作感到迷茫。在后续的临床

药学专业本科毕业实习带教过程中，只有积极探索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和实习方式，制定出一套科学、可行的质

量保障措施，加强实习过程管理，才能提高临床药学专

业本科毕业实习的教学质量，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需求

的人才。这也是临床药学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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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林市4家三级甲等医院临床药学工作开展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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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广西玉林市三级甲等医院临床药学工作开展现状，为促进国内发展中城市及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临床药学工

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广西玉林市4家三级甲等医院的医护人员（部分）、临床药师和

药学部门负责人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结果：共发放医护人员调查问卷242份，回收有效问卷238份，有效回收率

为 98.35％；发放临床药师调查问卷 15份，回收有效问卷 15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对 4家医院药学部门负责人的访谈完成良

好。4家受访医院均有临床药师，但仅其中2家医院人数符合要求；临床药师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无高级职称者。在临床药师职

能认知方面，对于处方调剂、静脉药物配置、医院制剂、医院药品供应与管理、药品质量检测五项，均有超过50％的受访医护人员

认为是临床药师的职能，而认为是自身职能的受访临床药师比例最高也不超过20％。在临床药师服务能力方面，通过访谈得知

目前仅1家医院能开展万古霉素治疗药物监测；受访医护人员对本科室的临床药师工作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共占58.82％。在

开展临床药学工作面临的困难方面，受访临床药师认为参与临床工作的困难主要为自身能力不足（93.33％）和医护人员、患者的

不理解（均为60.00％）；在面向医护人员的信息咨询中最突出的困难为信息查询资源限制（100％）。 结论：广西玉林市三级甲等

医院的临床药师在工作中基本能完成其任务，临床药学工作进展情况较好，但在临床药师数量与质量、医护人员对临床药师认知、

硬件设施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关键词 临床药学；临床药师；广西玉林市；现状调查

Investig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Work Conditions of 4 Third-level First Class Hospital in Guangxi Yulin

LIU Zhiyan1，2，CHEN Ken1，2，YAN Tingting1，2，ZHAO Rongsheng1，ZHAI Suodi1（1.Dept. of Pharmacy，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Beijing 100191，China；2.College of Pharmacy，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

ter，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pharmacy status of partial third-level first class hospitals in Guangxi Yuli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in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in domestic development cities and regions.

METHODS：Questionnaire was combined wi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cal staff（part），clinical pharmacists and directors

in pharmacy department in 4 third-level first class hospitals in Yulin，and the data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Totally

242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for the medical staff，238 were effectively received，with effective recovery of 98.35％；15 for

clinical pharmacists，15 were effectively received，with effective rate of 100％；the interview for directors in pharmacy department

of 4 hospitals was done well. The 4 surveyed hospitals all had clinical pharmacists，while only 2 had met the requirement on

amount of clinical pharmacists；the clinical pharmacists were all with the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no senior titles. In terms of cog-

nitive functions of clinical pharmacists，the 5 items，including dispensing，pharmacy intravenous admixture services，hospital prepa-

ration，hospital drug supply and drug quality testing，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functions of clinical pharmacist by more than 50％

surveyed medical staff，while only less than 20％ clinical pharmacists agreed with this view. In terms of individualized administra-

tion capacity，only one hospital can carry out vancomycin for 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 known from the interview；58.82％ sur-

veyed medical staff were general satisfied and very satisfied to the work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erms of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

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surveyed clinical pharmacists considered that difficulties in clinical work included insufficient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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