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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DTP药房（即“直接面对患者药房”）在门店建设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该省DTP药房专业化经

营提出改进措施和发展建议。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自行拟定调查问卷，于2021年4－5月对贵州省全部11家DTP药房进行实地

调研，并向其负责人（或店长）开展问卷调研。问卷内容包含DTP药房基本情况、互联网渠道建设、药品物流配送、药学服务、业务

培训、药房管理制度建设、药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情况等，以分析贵州省DTP药房在市场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

结果 共发放11份问卷，最终回收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1.82％。样本药房均位于贵阳市，大多（77.78％）由贵州省本

土医药经营企业建立，仅有22.22％的样本药房开通了线上购药渠道。在药学服务方面，仅有55.56％的样本药房提供基础指标检

测服务，55.56％的样本药房对患者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44.44％的样本药房进行用药不良反应监测，33.33％的样本药房开展健

康教育宣讲，33.33％的样本药房制订慢病康复计划。在人员培训方面，仅11.11％的样本药房实施每周1次的业务培训，66.67％

的样本药房培训前沿药学资讯。贵州省DTP药房管理制度建设基本完善，但在药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方面，仅有22.22％的样本

药房能开展药品用药分析与监测。结论 目前，贵州省DTP药房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保障患者用药方面的便利性和可及性还需

提升，互联网渠道建设缓慢，缺乏有效的医药物流企业选用和评估机制，药学服务能力和药学服务人才培养体系还需加强，信息化

管理和行业认可度有待提高。企业、政府、院校和行业协会应共同协作，强化贵州省DTP药房的专业化、信息化、制度化和标准化

建设，为患者提供便捷的药品购买渠道和优质的院外个性化药事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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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problem analysis of marke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

FAN Xingying，CHANG Yue，ZHOU Hanni，LI Duan，HUANG Mingcan（School of Medical and Health

Management，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bout store construction and marke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TP（direct-to-patient）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and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operation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hen the field survey of 11 DTP pharmacie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the person in charge（or

store managers） in Guizhou province were conducted from April to May 2021. The questionnaire mainly included the basic

information，online sales channel construction，pharmaceutical logistics distribution，pharmaceutical care，vocational training，

construction of pharma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application of dru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tc.，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adequacies of marke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RESULTS

Totally 11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and 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of questionnaires was

81.82％ . The sample pharmacies were all from Guiyang，most of them （77.78％） were established by local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in Guizhou province，and only 22.22％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had opened online drug purchase channels. In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care，55.56％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provided basic testing and life style interventions respectively，44.44％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provided adverse drug reaction monitoring，and 33.33％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implemented health

education presentations and chronic diseas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respectively. In term of personnel training，only 11.11％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implemented weekly business training，and

66.67％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received innovative and

academic pharmacy information tra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TP pharmacy management systems in Guizhou province was

completed basically， but in terms of application of dru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22.22％ of the sample

pharmacies conducted drug application analysi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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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P 药房（direct-to-patient pharmacy，即“直接面对

患者药房”）起源美国，也称为专业药房，它实行了一种

新型药品零售模式：医药生产企业将药品的销售权转交

给药房后，患者凭借处方在药店购买药品并获得药事服

务[1]。近年来，“两票制”、药品“零加成”、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分级诊疗和“双通道”管理等政策逐步落地，加之

我国医药行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药及针对某种疾病

的特效药（以下简称“新特药”）加速上市，使DTP药房的

经营品种不断增加 [1－7]。同时受居民健康保健意识增

强、居民多样化用药需求增加和具有DTP药房药品支付

能力的人群增长等因素影响，DTP药房逐渐成为承接医

疗机构处方外流、诊疗外流的重要药品流通渠道[2－4]。

贵州省于2019年5月开展DTP药房试点工作，将贵

阳市 8家特殊药品指定药店作为第 1批DTP药房，力求

为患者提供专业的药事服务[8]。相比其他发达地区，贵

州省DTP药房起步较晚，运营时间较短，专业人才匮乏，

管理模式相对落后，消费者认知度及城市普及率较低，

在推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以贵州省DTP药房为

调研切入点，能更好地发现DTP药房在落地建设及经营

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贵州省DTP

药房的基本情况、门店建设情况和经营管理现状进行调

查，旨在分析其专业化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善贵州省DTP药房市场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药学服

务和健康管理水平的可行性建议，以增强贵州省DTP药

房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满足新特药市场和DTP药房自身

发展的需求，发挥DTP药房在提供优质药事服务等方面

的有益作用，适应医药流通环节变革以及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趋势。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将贵州省全部的DTP药房纳入研究并进行

全面调查，于2021年4－5月开展实地调查和问卷调研，

每家药房发放1份问卷，指定药房负责人（或店长）为受

访对象。

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包括：（1）贵州省医疗保障局

于2019年7月发布的特殊药品指定药店（共计8家）；（2）

未列入指定药店名单，但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且药店

明确标识“DTP药房”或“专业药房”的其他药店（共计 3

家）。调查对象的排除标准包括：（1）无药品经营许可

证，未明确标识“DTP药房”或“专业药房”的药店；（2）仅

经营非处方药品、部分处方药，未经营新特药、处方药的

药店[5]；（3）受访对象拒绝接受问卷采访，且多次沟通无

效；（4）回收问卷结果不清晰、不完整。

1.2 调查内容

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查

阅理论文献，在我国DTP药房发展模式等相关理论研究

的基础上[1－7]，结合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公布的《零售药店

经营特殊疾病药品服务规范》中提及的经营服务环境、

人员与培训、药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制度建设等

指标，以及贵州省 DTP 药房的实际情况，拟定《贵州省

DTP药房市场经营管理现状调查问卷》。具体的调查内

容包括 3个部分：一是贵州省DTP药房基本情况（服务

人群、企业类型、支付方式、员工数量、在售品种）；二是

门店建设情况（药品种类、互联网门店建设、药品物流配

送）；三是市场经营管理情况（药学服务、业务培训、药房

管理制度建设、药品管理信息系统应用）。

1.3 数据收集与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是通过实地调查8家特殊药品指定药

店（贵州省医疗保障局于2019年7月发布）和3家新办的

DTP 药房（未列入指定药店名单），并征得药房负责人

（或店长）同意后进行现场问卷调研采集而来的。调查

前，调查组成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告知所填数

据仅作为学术研究，不会泄露敏感信息。问卷填写过程

中，调查组成员向调查对象说明问卷填写的方法和注意

事项，并对问卷题目和选项进行解释说明，确保调查对

象正确理解问卷。利用 Epi-Data 软件对样本药房的经

营管理情况调查数据进行双录入，利用 SPSS 25.0软件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monitoring. CONCLUSIONS The development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 is still in initial stage currently. The

convenience and accessibility of medicines for pati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sales channel need to be improved；the

internet channel construction is slow；an effective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 pharmaceutical logistics enterprises need

to be created；pharmaceutical care ability and pharmacy servic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need to be strengthened；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recognition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 need to be promoted. Therefore，the enterprises，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associations should work together an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TP pharmacies in Guizhou province，in order to provide patients with a convenient drug

sales channels and high-quality personalized pharmaceutical care platforms eventually.

KEYWORDS DTP pharmacy； pharmacy management； marke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harmaceutical care； 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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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本研究面向贵州省所有的DTP药房进行调查，共计

发放11份问卷。由于其中2家药房拒绝配合问卷调查，

多次沟通仍无法获取有效数据，导致最终仅回收9份有

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1.82％。

2.1 贵州省DTP药房基本情况

贵州省DTP药房均开设在省会城市贵阳，服务人群

以贵阳市区和周边城镇患者为主，均已开通个人现金支

付和医保账户支付渠道。贵州省DTP药房大多由本省

医药经营企业建立，占77.78％；国内知名上市连锁药品

经营企业占比较少，仅占 22.22％。66.67％的样本药房

员工数量为 6～9人，22.22％的样本药房员工数量为 10

人及以上，11.11％的样本药房员工数量为 5人及以下。

所有调查的DTP药房均配备了1名执业药师，但员工职

能划分并不明确，例如执业药师通常同时担任审方复

核、调剂发药以及验收保管等多项工作。

从药店销售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等）的品种类型来

看，药房中不同类型的在售药品（医疗器械等）占所有药

房数量的比分别为：靶向药 88.89％、慢性病用药

77.78％、新特药 66.67％、中成药 55.56％、医疗器械

55.56％；另有 33.33％的样本药房销售与在售品种关联

的辅助用药，11.11％的样本药房销售特殊医学配方食

品。关于样本药房在售药品的覆盖病种，主要包括恶性

肿瘤、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脏病、脑卒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以及精神类疾病（见表 1）；现阶段暂无

DTP药房实现了病种的全覆盖。

表1 贵州省DTP药房销售药品所覆盖的病种

病种
恶性肿瘤
冠心病
糖尿病
高血压
慢性肾脏病
脑卒中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精神类疾病

药房数/家
8

6

6

5

3

2

2

2

占比/％
88.89

66.67

66.67

55.56

33.33

22.22

22.22

22.22

2.2 贵州省DTP药房互联网门店建设和物流配送情况

样本药房的处方主要来源于医疗机构，主要通过医

院信息系统直接流转至DTP药房（占 66.67％），其次为

患者自行提供医疗机构开具的处方（占33.33％）。患者

获得处方后主要通过线下渠道进行购药。建立手机

APP和微信小程序作为线上购药渠道的样本药房各占

11.11％，另有 11.11％的样本药房表示正在建设但暂未

开通线上购药渠道。

在药品的物流运输和配送方面，样本药房均配备了

冷链运输和仓储管理的设施和设备。66.67％的样本药

房通过自营物流进行配送，11.11％的样本药房通过外包

物流进行配送，另有 22.22％的样本药房通过自营物流

与外包物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配送，所合作的第三方物

流企业主要是圆通、韵达和申通等快递物流企业。

2.3 贵州省DTP药房药学服务情况

从药房的经营服务环境来看，样本药房均在显眼位

置设立了药学服务专区，主要用于药师进行咨询交流、

开展基础指标检测和用药指导等药学服务项目，并在药

学服务专区配备了药学服务专员，拥有配套的患者信息

数据库。

在开展的药学服务项目方面，所调查的样本药房均

为患者建立了个人用药档案，严格审核处方，并进行基

础的合理用药指导。调查结果显示，88.89％的样本药房

为患者提供用药评估，并对患者开展定期随访；55.56％

的样本药房为患者开展基础指标检测服务（如体质量指

数、血压、血糖等）；55.56％的样本药房会进行生活方式

干预，例如指导患者通过饮食、运动等改善健康状态；

44.44％的样本药房会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为患者制订详细的慢病康复计划（33.33％），

并通过慢病专家讲座、患教会议、宣传手册等方式对患

者进行健康教育（33.33％），结果见表2。

表2 贵州省DTP药房药学服务项目开展情况

药学服务项目
基础指标检测服务
建立用户个人用药档案
患者处方审核
合理用药指导
患者用药评估
制订慢病康复计划
定期随访
生活方式干预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健康教育

药房数/家
5

9

9

9

8

3

8

5

4

3

占比/％
55.56

100.

100.

100.

88.89

33.33

88.89

55.56

44.44

33.33

在患者用药管理和慢病管理方面，样本药房均采用

电话或微信对患者进行后续随访管理，随访管理内容主

要是患者用药情况（100％），其次是患者康复情况

（88.89％）、患者健康行为（77.78％）、治疗效果评估

（55.56％），另分别有 33.33％的样本药房会对患者高危

因素控制情况和新出现的症状和病情进行随访。

2.4 贵州省DTP药房业务培训情况

为了解DTP药房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和业务培

训情况，问卷设计了“您认为DTP药房的从业人员应具

备哪些岗位能力？”选项。调查结果显示，100％的药房

负责人认为DTP药房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处方调配能

力、药品仓储保管能力，88.89％的药房负责人认为DTP

药房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药学服务能力，77.78％的药房

负责人认为DTP药房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人际沟通能

力，44.44％药房负责人认为 DTP 药房的从业人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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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的药品销售能力。为提升DTP药房从业人员

的业务能力，在员工的业务培训频率方面，88.89％的样

本药房的培训频率为每月1次，11.11％的样本药房业务

培训为每周1次。培训的主要内容为药学服务能力和药

事法规，开展这2项业务培训的样本药房所占比例均为

100％；88.89％的样本药房会开展慢病管理知识、药学专

业知识、职业道德教育这 3项业务培训，66.67％的样本

药房会培训前沿的药学资讯，44.44％的样本药房会对工

作人员的药品营销与沟通技巧进行培训（见表3）。

表3 贵州省DTP药房业务培训项目开展情况

业务培训项目
药学服务能力
药事法规
慢病管理知识
药学专业知识
职业道德教育
前沿的药学资讯
药品营销与沟通技巧

药房数/家
9

9

8

8

8

6

4

占比/％
100.

100.

88.89

88.89

88.89

66.67

44.44

2.5 贵州省DTP药房管理制度建设及管理信息系统应

用情况

本次调研显示，贵州省DTP药房对于门店管理制度

的建设基本完善，均建立了药品处方调配管理、凭证和

记录管理、药品有效期管理、药品冷链管理、药学服务、

人员培训考核规定、不良反应监测和突发事件应急等各

项管理制度。电子处方管理系统具备了处方录入、审

核、调配等过程记录，以及处方的保存和查询等功能。

对于患者的个人信息管理，77.78％的样本药房采用计算

机录入，22.22％的样本药房仍采用纸质台账记录患者的

个人信息。

在药品管理系统应用方面，所调查样本药房采用的

药品管理系统拥有药品入库、出库、盘点库存、退货以及

药品报损等基础功能，部分样本药房采用的药品管理系

统还具有生成药品台账（66.67％）、随时检索并生成药品

明细（55.56％）、药品调拨入库（55.56％）及药品调价

（44.44％）这类功能，少数样本药房（22.22％）采用的药

品管理系统还具备开展药品用药分析与监测功能（见

表 4）。

表4 贵州省DTP药房药品管理系统应用情况

药品管理系统功能
药品入库
药品出库
药品盘点库存
药品退货
药品报损
随时生成药品台账
随时检索并生成药品明细
药品调拨入库
药品调价
药品用药分析与监测

药房数/家
9

9

9

8

7

6

5

5

4

2

占比/％
100.

100.

100.

88.89

77.78

66.67

55.56

55.56

44.44

22.22

3 讨论与建议

DTP药房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购药渠道和专

业化、个性化的药事管理服务平台，也为医药企业提供

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基于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结果，笔

者建议贵州省DTP药房在适应医药流通环节变革和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还需从管理模式、药品供应

能力、医保支持、互联网渠道建设、药品物流管理、药学

服务能力、人才培养机制、信息化和标准化建设等方面

提升其市场经营管理水平。

3.1 贵州省DTP药房处于起步阶段，在保障患者用药

的便利性和可及性方面有待提升

本次调研发现，贵州省DTP药房仍处于起步阶段，

运营时间较短，经营规模较小，区域分布和服务人群集

中在省会城市贵阳，还未满足其余地区的用药需求。同

时，国内知名连锁DTP药房（如华润医药、上海医药等企

业[1]）占比较少，优质企业的品牌效益和专业化经营管理

对贵州省DTP药房的带动作用还未凸显。针对以上问

题，笔者建议药品经营企业优化贵州省DTP药房的市场

布局，重视DTP药品的潜在市场和用户，注重DTP药房

连锁经营，提高患者购药渠道的延展性和便利性。从战

略规划层面加强对优质 DTP 药房的引进，带动贵州省

DTP药房专业化和规范化经营，通过借鉴优质企业的管

理模式，改善其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由于DTP药房所售药品普遍为自费的新特药，药价

相对较高，医保报销品种和比例有限，甚至完全由患者

自费购药，笔者建议医保部门适度扩展DTP药品的报销

品种和报销比例，为DTP药房发展提供政策支持，适当

降低患者用药负担[5－6]。另外，贵州省DTP药房的商业

保险支付渠道接入程度不高，暂时无法形成社会医保和

商业医保的优势互补[9]，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患者用药需

求。贵州省DTP药房可以探索扩充支付渠道，为商业医

保的患者提供购药便利，从而提升“双通道”管理下患者

用药的便利性和可及性[9]。

贵州省DTP药房在获取优质药品品种、扩大经营范

围方面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在调查贵州省DTP药房

所销售产品覆盖的疾病病种后发现，暂无药房实现疾病

病种全覆盖。假设同一家DTP药房不能提供同一处方

需要的全部药品，将降低患者购药的便利性，削弱药房

的市场竞争力，甚至加重患者用药负担和药品流通过程

中的安全风险[3]。因此，贵州省DTP药房应稳步扩展经

营业务范围，获取优质药品品种，增加联合用药品种，在

合理用药范围内增加药品关联销售，逐步推动DTP药房

由专科药房转变至全科药房，提高DTP药房所售药品的

供应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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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贵州省DTP药房互联网渠道建设缓慢，缺乏有效

的医药物流企业选用和评估机制

通过调查贵州省DTP药房互联网门店建设情况后

发现，贵州省 DTP 药房“线下+线上”购买渠道还未打

通。在“互联网+”的背景下，DTP药房对线上购药渠道

的重视程度和建设力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外

流处方的承接能力和互联网医疗的推进。相反，互联网

医疗平台的普及率、问诊率和有效率不高，也会限制

DTP药房的处方来源渠道[10]。笔者建议贵州省DTP药

房重视互联网渠道和药房数字化建设，借助贵州省大数

据产业优势，连通“线上+线下”的购药渠道，健全多元化

的药品物流配送体系[11]，从购药渠道的便捷性和体验感

上提高客户忠诚度。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推动医院互联

网复诊平台、互联网医院或第三方问诊平台建设，持续

完善处方流转信息平台，进一步扩展DTP药房处方来源

渠道[10]。

随着互联网渠道的持续建设，DTP药房今后将不断

承接碎片化的医药产品物流订单，这对药品流通环节的

有效性、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更高的要求。从本次调研发

现的第三方物流配送企业选用情况来看，贵州省DTP药

房对医药产品流通的特殊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缺乏有

效的风险评估和控制方法，对承接药品配送业务的第三

方物流企业缺乏风险评估机制。建议贵州省DTP药房

选择优质的医药物流企业，强化药品流通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12]，尤其是冷链运输的药品，降低医药流通环节中

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13]，尤其是确保药品流通和使

用环节全程可追溯。同时，要建立适宜贵州省DTP药房

的医药物流风险评估体系，完善第三方医药物流企业准

入资格评估和风险管理，强化药品经营企业医药物流管

理能力体系建设。

3.3 贵州省DTP药房药学服务能力不足，药学服务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待提升

从贵州省DTP药房的硬件设施来看，其基本可以满

足各项药学服务项目的开展。通过调查贵州省DTP药

房经营管理者对从业者的岗位能力要求后发现，经营者

的管理理念已经从过去的“药品售货员”角色逐步向“药

事服务提供者”转变，对药学服务能力的重视程度明显

高于药品销售能力。但是，贵州省DTP药房的服务项目

有限，对于专业程度较高、难度较大的药学服务项目开

展较少，无法通过收取“药事服务费”来体现DTP药房的

专业价值[14]，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药学服务开展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难以形成个性化的药事管理服务和健康管理

平台。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进一步优化门店和药学服

务的硬件设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购药环境和用户体

验；优化从业人员的工作内容分配，将执业药师的药学

服务能力切实发挥出来；借鉴医院药房的药学服务经

验，观摩医院药师的诊疗情况，规范学习医院药师，特别

是临床药师的药学服务过程，给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学

服务[6－7]。此外，建议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经营管理者

强化DTP药房在药学服务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核

心价值引领作用，引导从业人员正确认识“DTP药房的

发展方向是通过药学服务竞争来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

认同”的观点[15]，为今后增收药事服务费、提高药学服务

开展的积极性提供基础[6]。

3.4 贵州省DTP药房业务培训不够深入，缺乏药学服

务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贵州省DTP药房虽然对从业人员定期开展了业务

培训，对药学服务能力和药事法规等方面的业务培训的

重视程度逐渐提高，但是对于业务培训的内容、频率等

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培训项目的专业程度参差不齐、

深度不够，难以通过业务培训切实提升贵州省DTP药房

从业人员的药学服务能力。建议贵州省DTP药房重视

从业人员专业核心素养培训，与高校、行业协会合作，通

过多种形式定期开展专业医药学知识培训与考核[16]，尤

其是新特药、专利药的药品知识，以及临床应用研究进

展、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等。

贵州省DTP药房专业化经营和药学服务能力受限

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药学服务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故

笔者建议从供给端强化药学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将DTP

药房从业人员的药学服务能力要求有机地融入药学服

务人才培养过程中；高校也应不断调整药学服务人才培

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增加能满足DTP药房人才培养

需求的实训课程[17]，切实提升药学服务人才的专业实践

能力；执业药师协会应充分发挥协会优势，加强执业药

师管理，优化执业药师的继续教育[18]，成为药学服务人

才培养体系中的补充力量。

3.5 贵州省DTP药房管理制度建设和管理信息系统应

用程度不高，行业认可度有待提高

现阶段，贵州省DTP药房各项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建

立，但是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对药品销售环节的监管

较为严格和规范，对药品售后服务环节的监督和管理重

视程度不够，例如 22.22％样本药房仍未采用电子化设

备记录患者个人信息数据，这直接影响了患者信息的准

确性及后续的跟踪随访。另外，贵州省DTP药房的药品

信息管理系统大多仅使用了基础功能，对“药物相互作

用查询”“用药安全信息查询”“用药错误及不良反应记

录”等高阶功能的运用程度较低，与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零售药店经营特殊疾病药品服务规范》中的要求存在

一定差距，信息化和规范化管理水平不高。针对以上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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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笔者建议贵州省DTP药房应该参照目前中国医药商

业协会发布的《零售药店经营特殊疾病药品服务规范》，

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强化自我监督和管

理；同时，建立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社会公众多方

参与的共同监管机制，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

制度，强化对DTP药房的现场检查，关注各项管理制度

的落地情况和各项信息管理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尤其

是对处方审核、药品管理、患者管理、药学服务、冷链管

理、物流管理、不良反应监测等过程的监督，保障药学服

务质量和患者用药安全[1]。

此外，贵州省DTP药房的行业认可度有待提升。在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公布的《零售药店经营特殊疾病药品

服务规范》达标药店名单中 [19]，未见贵州省 DTP 药房。

在零售药店分级管理的大趋势下[20]，行业的标准化认证

有利于带动DTP药房的专业化经营管理，从而提高药房

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和行业协会应鼓励

贵州省DTP药房积极参与行业认证，推动其标准化经营

和规范化发展。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优质

DTP 药房经营企业，需合力推动以药学服务为核心的

DTP药房质量认证和评估体系，形成政府、行业协会和

经营企业三方认可的动态评价体系[16]。

4 结语

DTP药房采用的新型药品零售模式，对规范化经营

管理和药学服务专业性要求较高。在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和药品流通渠道变革的大背景下，贵州省DTP药房核

心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需要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医保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地方院校的共同参

与、积极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贵州省DTP药房专业

化、信息化、标准化和制度化发展，最终形成优质的院外

个性化药事服务和健康管理平台，为患者提供更为便捷

的药品购买渠道和专业的药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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