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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开展医院药物咨询门诊，促进合理安全用药。方法：对开展实现人性化药学服务的新模式药物咨询门诊进

行探讨。结果：针对我院药物咨询门诊开展以来的工作情况提出工作中的问题及建议。结论：药物咨询门诊是实现药学服务的直

接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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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arry out the hospital drug counseling outpatient, promoting reasonable and safe medication. Methods: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odels of drug counseling outpatient for achieving personalized medicine services. Result: put forward 

work-related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working conditi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rug counseling outpatient. 

Conclusion: Drug counseling outpatient is the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pharmac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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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昆明市一家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药剂科专业技术

人员 70多人，临床药师 14人，专职临床药师 3人，担任着全

院的药学服务工作。随着现代医药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医学

模式已从单纯的生物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转变，人性化

服务已成为现代医院谋求发展的重大课题，人性化药学服务是

其中重要的环节，药学专业的优势同样也只有通过人性化药学

服务才能充分体现出来[1-2]，药师与其承载的药学服务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建立药物咨询门诊的药学服务新思路，是实现人性

化药学服务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趋势下我院药剂科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在云南省内率先开展了人性化药学服务的新举措-药

物咨询门诊，门诊为：独立空间、接恰患者、药物咨询与宣传，

设有电脑及打印机，工作时间也与医师门诊同步[3]。 

药物咨询门诊目前实行无偿免挂号咨询，队伍由科主任带

头、主任药师参与、多年临床药学经验的药师、以及多名年轻

的高学历新生代药师组成。也覆盖了中药及西药的临床用药问

题。咨询门诊工作主要是解答患者、亲属、医师、护师等有关

药品及药品临床应用的问题，包括药理药效、用法用量、药物

相互作用、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用药禁忌等内容。同时开展

合理用药教育，对患者提出安全、合理用药意见或建议，指导

用药。对重点病人监测血药浓度，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建立

药历等。宗旨为进一步提高药学服务的深度，走进患者，进行

面对面的沟通，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用药放案。首先这是临床

药学服务发展的新举措，人性化的药学服务新模式，是改变旧

的工作模式，增加新的服务理念的要求。其次，药师开展药物

咨询门诊，有利于加强药师自身的药物咨询能力，用药指导能

力，更好地发挥药师的潜能，为患者服务。第三，开展药物咨

询门诊，对特殊人群的慎重用药会更周到细致。最后，开展药

物咨询门诊，及时面对面与患者沟通，反馈药物信息。开展药

物咨询门诊，还能发现临床用药问题，解决问题，大大减少了

药事纷争和医疗事故，改善了医患关系，提高了医院的医疗质

量。 

开诊半年以来，病人从不知晓到知晓，从试探性到主动性

咨询，从随意性到依赖性咨询，从没有人到现在主动找上门，

这一转变说明我们的讲解得到了病人的肯定和认可，药物咨询

门诊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同时，可以看出临床的需求性是

非常高的，人们的用药安全意识正在觉醒。 

1  开展药物咨询门诊的重要性   

1.1 药物咨询门诊是诊疗过程的必要补充 

由于医师把工作重点放在临床上，所以不可能掌握有关药

物的所有信息。作为药师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可以详细地说明

药品的正确用法、用量、解释清楚药物可能潜在的各种各样的

不良反应，还可以根据患者的经济情况运用药物经济学知识，

向患者推荐疗效好、费用低的药品，让患者放心用药。 

1.2 体现了人性化药学服务的新观念、新模式 

实施人性化药学服务，建立和谐医药患关系，药师工作必

须从以药物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医院药学服务应由被

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重热情服务向重技术服务转变，药

物咨询门诊是实现这个转变的有效途径。患者取药时, 一般对

自己的病情有了比较明晰的认知，对于药物治疗的效果充满期

待同时也充满疑虑，对于药物的应用充满不解和担忧，希望在

离开医院前能得到一个更全面更详细的药物使用指导，这时药

物咨询门诊这种面对面、零距离的新服务模式，可以使患者在

清楚诊断（医师门诊）、清楚药物治疗（药物咨询）的状态下

离开医院。 

1.3 为病人合理用药提供了保障 

在药物咨询门诊这个平台上，药师通过与患者进行交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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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解患者的病史、家族史、过敏史、工作生活环境甚至家

庭经济状况，在充分尊重医师诊断的基础上，利用药物相互配

伍、药效学、药动学、时辰药理学及药物经济学等专业学科知

识，主动针对疾病诊断向患者诠释医师的治疗方案，和保证方

案实施的依据、方法、注意事项、减少和避免不良反应以及正

确对待、从容应对和处置出现的不良反应等。 

比如说，皮肤科常见病痤疮，该病治疗用药时间较长，且

多为联合用药，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如治疗痤疮老药新用

西咪替丁，患者常误认为用于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等。由于副

作用可能产生腹泻、腹胀、口干、口苦、药热、药疹等，患者

容易产生不依从。通过零距离，面对面向患者说明按时、足量、

按疗程用药对治愈疾病的重要性，解释用药中可能出现的不良

反应及应对措施，以此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用药的依从

性，使病人更好遵从医嘱，配合治疗。 

1.4 逐渐树立药师良好的社会形象   

传统观念中，药师职业的专业定位为药工，工作中心是药

物而不是患者，以保障医疗用药为其基本和根本目的，其基本

职能为筹措、调剂、制备、保管药品制剂，以及控制药品质量[4]。

药师根据处方和领药单对患者或病区供应药品，审查也是停留

在四查十对的医疗文书层面上。观念上医院药学服务等同了一

般的服务行业，忽视了药物这种特殊商品所具有的生命关联、

高质量、公共福利和高度专业等特性，以及药品应用的专属性、

时限性、依从性和相对不可预知性。总之，目前的现状是药物

治疗无药师意见，有也只不过是一些书面的点评， 药师作为药

物治疗的主体技术力量被边缘化，药师与药物治疗产生了严重

的疏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与药物本身都产生了严重的疏离，

仅仅成为药物的终端输送者而已。药物咨询门诊使药师与医患

接触密切，不但形成医药有机结合、药患充分沟通的氛围，营

造和谐医药患的局面，还可以促成医师和患者对药师建立起一

种职业需求，改变药师在药物治疗方面无足轻重的角色地位。 

2  开展药物咨询门诊的体会 

2.1 开展药物咨询门诊对药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诊以来深刻体会到，要做好药物咨询门诊，只能切实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业务素质，只有能够提出更合理的治

疗方案并且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才有可能为患者提供

专业的，有技术含量的，让人满意的咨询服务。要用科学服

务他人，就要以科学充实自己，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药学知识

和医学知识，既能做好医师用药的参谋，又能很好地指导患

者合理用药[5]。 

2.2 开展药物咨询门诊推动了临床药师的医院药学服务工作 

虽然作为药学服务内容之一的临床药学开展多年，但更多

体现在出报告、写分析、做药历、搞总结，为临床药学而临床

药学，形式多于内容，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体内药物浓度

监测、药学情报服务以及药物咨询等专业形式，更多体现在为

临床医师提供药物数据和依据。作为药师和其进行的工作缺乏

了直接面对患者的、真正的服合专业的药学服务。随着药物咨

询门诊的设立和工作的逐步开展，进一步深化了药师的医院药

事工作，设立了新的方向和目标。 

2.3 开展药物咨询门诊提高了药师在医院的地位和形象 

药物咨询门诊使药师与医患接触密切，不但形成医药有机

结合、药患充分沟通的氛围，营造和谐医药患的局面，还可以

促成医师和患者对药师建立起一种职业需求，改变药师在药物

治疗方面无足轻重的角色地位。医师通过药物咨询门诊，获得

更详尽的药物专业知识；患者通过药物咨询门诊，使相对无助

的药物治疗过程变成有助，使患者由对药物治疗方案的就医服

从转变为信赖认知，从而提高用药合理性和依从性，使患者用

药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经济。达到这一点，药师在医院的地

位和形象也将大大的提升。 

3  存在的问题和困惑 

3.1 专业知识继续教育的问题 

药师从事医院药学工作明显暴露出医学知识的匮乏，既懂

医学又精药学的复合型药学人材基本赖于再学习，否则很难介

入真正的药物治疗过程，对患者的咨询解答难免流于表面和肤

浅，而这一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不是仅仅靠

自学的力量就能将近解决的。 

3.2 患者和药师的疏离 

长期以来，医院药房基本是采用窗口式，依据处方发药, 药

物治疗与己无关，最多给予患者解答的是剂量和服用方法等问

题；患者对药师没有要求帮助治疗的概念，绝少以自己的疾病

诊断向药师咨询药物治疗学问题。患者的自身合理用药，安全

用药的意识也比较淡漠，自开诊以来，门诊量虽然有一些，但

是还是非常少的，统计下来每天平均就 1、2个病人。 

3.3 医师和药师的隔阂 

从疾病诊、治的专业角度，医药分家是不可取的，医药应

该更加融合，但就目前的状况来讲，药师在医院的地位边缘化，

可有可无，有些医院医药分家，药房被经营机构托管，医院药

师已转化成经营者的身份，专业意识淡化，药师很难有可能说

服医师接受建议甚至更改新的药疗方案。 

4  积极开展药物咨询门诊  

目前，开展药物咨询门诊的工作还在探索及发展之中，对

医院  药师也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应坚持做到两多，即对患

者多说几句、多听患者说几句[6]，以此来积极推进，同时可以

选择针对特殊人群：急重、老幼、孕哺妇及残疾人等；特殊药

物：麻醉药、精神药物，中药等；特殊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肾病、肿瘤等；特殊专题：抗生素滥用、辅助药物滥用、输液

滥用等，或者根据药师特长，主攻方向，选择有针对性的咨询，

由点及面的逐渐把药物咨询门诊工作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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