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Medical Science News
封面 2025年 5月 23日 星期五

编辑：张思玮 / 电话：（010）62580821/ 邮箱：ykb@stimes.cn

药学服务是医疗机构诊疗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合理用药、

提高医疗质量、保证患者用药安全的重要环节。药师是提供药学

服务的重要医务人员，是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实现安全有效经济

用药目标不可替代的专业队伍。药师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药

学服务，是卫生健康系统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组成部

分，也是全面建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关于

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高度重视药学服务，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加快药学服务模式转变，加强药师队伍建设，探索构建适应人民

群众需求的药学服务体系，促进新时期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前不久，由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药学媒体传播

专业委员会主办、北大医院药剂科承办的首届京健会药学媒体传

播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0 周年药学高质量发

展论坛，以及由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慢性病

“防—治—康”一体化药物管理新技术与实践培训班在京举办，与

会专家围绕医院药学发展模式及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

纳米药物作为多功能给药体系在

慢性病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相关研

究需兼顾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应用。

我们团队长期围绕纳米药物制剂开展

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药物靶向递

送、口服吸收优化，涵盖难溶药、大分

子药、抗肿瘤药等，在分子药剂学作用

机制解析与新型释药系统开发中形成

系统性布局。

在基础研究层面，团队聚焦主动靶

向与口服吸收机制，建立了国内首个分

子药剂学重点实验室与创新团队。通过

揭示细胞膜新靶点、胞内转移新通路及

细胞反馈调节机制等，相关研究为纳米

药物跨胃肠道黏膜递送等关键科学问题

提供理论支撑。

在转化研究层面，我们以解决临床

需求为导向，创建多项国际原创技术，其

中口服纳米骨架与注射用自乳化新技术

获颠覆性技术项目支持。近年来，团队将

PROTAC 技术与纳米递送系统相结合，

针对 PROTAC 的成药性瓶颈，设计其

pH 敏感型聚合物纳米粒，通过构建组合

库筛选优化配体比例与结构，在相应靶

点上实现体外靶蛋白降解效率提升及体

内抗肿瘤效果增强。相关研究证实，该系

统可通过蛋白酶体途径特异性降解靶蛋

白，改善肿瘤微环境，为解决靶向药物耐

药性等提供新路径。

药学研究应坚持药剂学与临床紧密

结合。我们在口服纳米药物递送、靶向递

释系统等领域形成国际原创成果，为推

动我国纳米药物从跟跑到自主创新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药学部主任

张毕奎 药学部是医疗服务的“多面手”

湘雅二医院药学部承担着药品供

应、调配等基础药学服务，以及治疗药

物监测、药学门诊、住院药学监护等临

床药学工作，还负责新药早期临床研

究、药动学研究等。

作为临床药学重点专科，药学部积

极推动药学服务转型与拓展，包括开设

药学门诊收费、驻科药师深入临床等。

同时，为深化药学服务内涵，药学部参

与医院绩效检测以及相关指南和共识

编写。在精准用药上，药学部较早开展

血药浓度监测和基因检测，如针对中国

人群使用伏立康唑的血药浓度监测和

精准用药工作被写入指南。

此外，药学部还是中南大学的药

学教研室，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

任务。目前，药学部拥有完整的临床药

师培养体系，是首批国家临床药师培

训基地，已为全国培养了 400 多名临

床药师。

“元医院”是一种新概念，其综合多种

数字技术，将实体医院数据化，构建虚拟

空间，用户借助设备能开展虚实融合的医

疗活动。“元医院”涵盖元诊室、元病房、元

手术室等，具备全要素数字化、决策智能

化、服务无界化特征。

药学部门在服务技术融合中应创新

技术推动智慧医院建设。区块链因去中心

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性在医药行业

被广泛应用，如处方流转、药品追溯码、去

中心化临床试验等场景。

物联网也用于用药管理，像数字药、智能

药片、智能微针和脑机接口技术都体现了其

优势。人工智能可在医院临床辅助诊断、药物

研发等多方面应用，如感官技术助力药品质

量管理、人工智能用于药物选择等。在“元医

院”时代，药师队伍需提升数字素养，包括数

字化技术应用、复合型专业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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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健康治理体系中，药学服

务已从传统药品管理转向临床服务结

合模式，药师深度参与疾病诊断、治疗

方案优化及疗效监测，成为医疗健康

治理的重要环节。按照国家要求，我国

应将药学服务范畴拓展至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疾病全过程，重点强化非传

染性疾病、老年病、环境污染与气候变

化相关疾病和精神心理疾病管理，以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服务和

安全保障能力等。

目前，我国药学服务正经历破解

体制机制障碍、价值重构与模式创新。

在政策层面，要求构建“双三全”体系

（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疾病全过程覆

盖；公共卫生安全、生命安全、生物安

全保障），推动药学服务从以治病为中

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在技术层面，“科技 + 人文 + 人

工智能（AI）”已经成为核心引导力

和驱动力，“互联网 + 药学服务”、AI

辅助用药决策、医联体协同管理等

模式加速落地，提升服务的精准化

与可及性。

在学科建设层面，需推动药学与

社会学、人文学、经济学等领域的跨界

融合，培养具有专业能力与管理视野

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当前，我国药学服务面临系统性

重塑、整体性重构和非传染性疾病管

理滞后、应急药物储备不足、中西医融

合机制亟待完善等挑战。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教授

高星 药学服务是医疗健康治理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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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

张强 纳米药物研究从“跟跑”到自主创新

人用经验是中药开发的宝库。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0 年发布的《药品

注册管理办法》增设改良性新药类别，推

动挖掘老药新价值。例如，橡皮生肌膏用

于糖尿病足创面治疗、复方黄柏液用于控

制耐药菌感染等，均基于长期临床经验开

展循证研究，获高级别证据推荐；中药穴

位贴敷可减少抗菌药滥用，其价值通过百

万例真实世界数据得以验证。

在临床试验方面，中药注重特色定

位，涵盖疾病治疗、症状改善、功能调节及

减毒增效四大方向。临床研究采用符合国

际规范、体现中药特色的评价体系，验证

中药的临床价值和疗效特色。

当前，中医药评价体系正迈向标准化

与国际化，从证候量表研制到安慰剂模拟

技术，从真实世界研究平台到国际标准制

定，中医特色的临床研究评价体系有了极

大的进步和发展。在循证医学时代，中医

理论、人用经验与临床试验相结合的评价

体系，对科学客观地评价中医药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起到示范作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

高蕊 中医药评价体系正迈向标准化与国际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党委书记

张玉“元医院”时代药师需提升数字素养

随着国家制度设计与医院重视程

度提升，药师队伍正逐步融入临床核

心。湘雅三医院药学学科虽建科时间

较短，却依托优质平台形成了特色发

展路径。

在精准用药实践中，药师以指南

为指导，聚焦个性化用药，通过治疗药

物监测、基因检测、模型引导等核心技

术，构建起差异化的临床服务优势。

在学科建设方面，临床药师专科

化发展是融入医疗团队的关键。通过

明确专业方向，药师得以与医生平等

对话，成为多学科诊疗的核心成员。同

时，医院搭建的药师服务信息系统与

用药安全监测平台，实现了工作流程

的规范化与可视化，进一步提升临床

认可度。在慢性病管理与药物全程评

价领域，湘雅三医院通过体系化建设

与真实世界研究，推动药学服务向预

防 -治疗 -预后评估全周期延伸。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副院长

左笑丛 药师队伍正逐步融入临床核心

慢性病管理是多学科协作的系统性

工程，药学服务贯穿慢性病药物治疗与

管理的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药师通过

处方调剂环节落实审方与用药交代工

作，成为合理用药“守门人”；依托处方点

评制度，针对长期处方开展问题导向的

合理性评价，形成从评估到干预再到改

进的闭环管理。药学门诊作为重要服务

载体，涵盖专病专科门诊、医师药师联合

门诊、综合药学门诊和多学科联合门诊

等模式，药师在此提供用药咨询、解答患

者存在的用药疑问、开展用药教育、提出

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也可开展药物重

整，为多病共患人群优化药物治疗方案。

在多学科协作机制中，医师药师联合接

诊模式在泛血管疾病管理、静脉血栓栓

塞（VTE）防治等领域实践成效显著。

此外，互联网技术与居家场景成为

药学服务新阵地。居家药学服务模式为

药师入户开展药物重整与用药教育提

供了新路径；线上管理平台实现患者从

入院到随访的全流程用药监控。同时，

药学科普也成为重要的辅助手段，通过

短视频、社区讲座等形式纠正百姓的用

药认知误区，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尽

管面临基层人才短缺、信息化滞后等挑

战，但药师群体正通过转型实践，在慢

性病管理中筑牢合理用药防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主任药师

姜玲 药师筑牢慢性病管理合理用药防线

医院整合药事管理、药学服务、临

床研究和药物研发力量，引进药物化

学、药物制剂、基础药理等多领域人才，

形成覆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团队。

团队以临床问题为导向，构建慢性

病精准用药研究框架，聚焦患者用药中

的实际问题，运用组学研究、真实世界

研究、AI模型等技术，推动药学服务从

经验模式向数据驱动模式转变。

例如，针对老年患者高发的药源

性跌倒问题，药剂科与医护团队合作

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在肿瘤治疗中搭

建全程化药学服务平台，降低不良反

应发生率；针对新生儿复杂用药需

求，开展基于基因酶动态变化的精准

用药研究。在区域医疗协作中，医院

通过双向培训提升基层药师能力，带

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

医院围绕当地高发的癫痫等疾病开

展数据共享与科研协作，推动区域内

诊疗标准化。

另外，我们的科研转化注重原始创

新与临床需求结合，利用医院临床队列

和样本库资源，开发外泌体膜抗原无创

诊断技术、靶向整合素抑制剂等专利成

果。同时，医院依托内部科研基金、北京

大学“双一流”学科支持及国际合作项

目，致力于对青年药师科研能力的培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副主任

周颖 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药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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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思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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