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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药房开展药学服务的回顾性分析

崔黎萍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

摘要 目的 探讨社会药房开展药学服务的方式和方法
。

方法 以 年 月至 年 月上海第一 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所属药房的药学服务咨询记录和药历 为资料
,

运用统计学方法作回顾性分析
。

结果 用药咨询

记录月均 份
,

的咨询者为 中老年人
,

涉及疾病
、

选药
、

用法用量
、

不 良反应
、

药价等 大方 面
。

结论 人

民群众对社会药房有强烈的药学服务需求
,

社会药房必须积极推行《优 良药房工作规范 》
,

切实发挥执业药

师的关键作用
,

充分满足社会对健康 日益增长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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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是指药房直接从事药品销售的人员应

用药学专业知识和工具向公众提供直接的
、

与药品

使用有关的服务川
。

随着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实施
,

以及医疗保险

制度改革的深化
,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遇到小病
、

慢

性病或 日常保健
,

选择到社会零售药房购买药品进

行 自我药疗
。

购药已不仅仅是商品的买卖关系
,

而

是合理使用药物
,

提高人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大问

题
。

虽然
,

药学服务 日益受到医药人士和社会大众

的关注
,

但是
,

社会药房如何有效开展药学服务仍然

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

本文通过分析社会药房开展药

学服务的实践活动
,

探讨社会药房开展药学服务的

方式和方法
。

结果跟踪和定期 回访
。

药历档案记载内容包括姓

名
、

性别
、

年龄
、

既往史
、

家属史
、

用药史
、

过敏史等基

本信息和已确诊疾病
、

目前治疗
、

本次购药
、

不 良反

应
、

用药评价等记录信息
。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
,

将收集的记录资料

和药历信息按咨询人群
、

咨询方式
、

咨询问题
、

药师指

导
、

用药清况等汇总整理
,

用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与分析

咨询人群 经整理有性别和年龄的咨询记录为

份 有性别和年龄的药历 份
,

其中男性 如

份
,

占
,

女性
,

占
。

年龄最大 岁
,

最小 个月
。

各年龄段的咨询比重见表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收集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一 年 月 家 药房所记载的

份药学服务咨询记录
,

对咨询记录进行整理
,

选择信

息资料较全的慢性病患者
,

建立药历档案
,

进行用药

作者简介 崔黎萍 一 ,

女
,

副主任药师

表 各年龄段咨询人群的性别及药历采集分布

组别
性别

女一男一

‘矛

蕊 岁
一 岁
一 岁

岁

合计

人数 药历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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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方 式 现场面对 面 咨询 份
,

占
,

,

电话咨询 份
,

占
,

下社区咨询活

动 份
,

占
,

网上咨询 份
,

占
。

上

述数据表明
,

虽然面对面咨询仍 占药学咨询服务的

主要地位
,

但是
,

电信咨询 电话和 网上咨询 已 占

到咨询总数的
,

,

说明现代咨询方式有可能会

成为未来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一种主要方式
。

咨询 内容 记录咨询问题共 个
,

主要涉

及 疾病的发生
、

治疗与预后 药物的疗效与选择 药

品价格
一

与医保范围 药物 的用法用量 药物不 良反

应 以及药品包装
、

药品效期
、

药 品供应等相关问题

见表
。

咨询问题集中在药物的疗效
、

安全性 与可及性 上
,

约 占咨询总

量的
,

说明消费者对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需

求是 比较大的
。

回答
,

占
。。

药师能够 回答的 比例应该达到

多高未见文献报道
。

但是
,

可以肯定
,

药师直接回答

的比例越高
,

越能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
。

表 药历记录的各科疾病用药分布

疾病分类

心血管系统

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

代谢障碍

皮肤科

五官科

妇科

其他

总计

份数 比例

,

使用频次最高的药物

珍菊降压片
,

氨氯地平片
,

尼莫地平片

法莫替丁片
,

奥美拉哩胶囊
,

胶体果胶铸片

北豆根片
,

衡制定喘胶囊

格列毗嗓片
,

二甲双肌片

曲安奈德益康哇乳胶
,

糠酸莫米松乳胶

氯霉素滴眼液
,

色昔酸钠滴眼液

克霉哇栓

金施尔康片
,

善存片

了,飞︸︸飞︶

表 咨询 问题分类及比率

分类 问题数 个 百分比

疾病咨询

药物疗效

药品价格

药品用法

是否医保

不 良反应

药品供应

药品效期

药品包装

其他

合计

药历 情况 在咨询人群中共采集药历 份
,

占咨询人数 的
,

其 中完整 的药历记 录

份
,

占
,

基 本 完 整 的药 历 记 录 份
,

占
,

不完整的药历记录 份
,

占
。

药历跟踪 回访情况
,

回访 次 以 上 份
,

占
。

次 以上 份
,

占
。

次 以 上

份
,

占
。

最高跟踪 回访记录为 次
。

平均达

到 次以上
。

回访次数 次以上 的均为 岁 以上

人群
。

用 药情况 根据药历记录
,

社会药房销售药品

主 要 是 用 于 心 血 管 系 统
、

消 化 系 统
、

呼 吸 系统 的慢 性 疾 病 见 表
。

治疗这些疾病用量最大的药品是 目前临床公

认的比较安全有效的品种
。

如法莫替丁片
、

奥美拉

哇胶囊
、

珍菊降压片
、

格列毗嗓片等
。

药师指导用 药 方式 以药师直接回答购药者

问题为 主
,

有 犯 个 问题药师直接作 了 回答
,

占

有 个问题药师在查询有关文献后再作

结论与讨论

性别与年龄对社会药房的 药学服务需求有明

显影响 从咨询人群性别分布情况看
,

女性

人 显著大 于男性 人
。

这与男女特性有关
。

有研究显示
,

女性对药学服务 的认 同度高于男性
。

医学社会学研究发现
,

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率要高
,

比

男性更容易感 到身体不适 〔’ 。

因此
,

在药学 服 务

中
,

需要充分注意性别的影响
。

从年龄分布情况看
,

以 一 岁年龄段占咨询

人数首位
。

可以想象这一年龄段的人群
,

由于长期

承受的社会
、

家庭
、

工作压力
,

物质和精神负担较重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健康状况也在下降
,

因此
,

这部分

人群对药学服务的需求 比较大
,

也是药店药学服务

咨询工作和药历采集的重点
。

社会药房 药学服务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表

的数据说明
,

问病买药是社会药房药学服务的核心
,

要求社会药房的药师熟悉常见慢性疾病的症状和病

因
,

能够帮助推荐有效
、

安全的治疗药物
。

这反映出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变化
。

长期

以来
,

我国的老百姓大多是有病去 医院
、

健康找 医

生
。

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零售药房作为他

们的健康首选
,

这正是我们开展药学服务的基础
。

现在消费者走进药房
,

已经不单单只是满足于购药
,

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多 的服务
。

一项调查显 示 〔’〕,

的购药者要求药店药师给予用药指导
,

另有

的购药者
“

时而有购药指导 的要求
” ,

只有

的人不要求用药指导
。

药房咨询服务 内容逐步深化 本研究发现
,

购

药者提出的咨询问题 已不仅仅限于药 品的作用 用

途
、

用法用量和疗效
,

而开始涉及到药品
、

保健品的

使用 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
,

希望有病治病
,

无病

,
夕
,,︸了口飞﹃,、,、,,、



《、 盯 。二 ‘生 。, , 。,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
,

力求将药历内容记录详实
、

完备
。

药师 自身素质的提 高是 实施 药学服务的关键

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向公众提供直接的
、

负责

任的
、

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
,

以期提高药物治疗的

安全性
、

有效性与经济性
,

实现改善 与提高人类生活

质量的理想 目标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

无疑会受到

所有消费者的欢迎
。

问题是提供药学服务的药师必

须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
,

具有 良好的沟通技巧
,

更重

要的是持有关心和尊重服务对象的态度
。

在药学服

务中认真倾听或感受服务对象的需求
,

有针对性的

做出解答和指导
。

只有社会药房的药师所表现的敬

业精神
、

专业学识
、

真诚和负责的态度才能换来消费

者的理解
、

信任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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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 有些消费者甚至关注药物的不 良反应
。

尽管

他们对于药物不 良反应的认识有误区
。

一是对说明

书中的不 良反应过于紧张以致不敢用药 二是把不

良反应看作是药品质量问题和事故
,

甚至进行投诉

和要求赔偿
。

但是
,

这种现象表明消费者在用药问

题上更趋向合理性 它提示药师不仅要做好一般用

药的咨询工作
,

更要把药学服务的现代思想和精神

贯穿于工作中
,

使消费者真正理解和学会合理的使

用药物
,

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

为购药患者建立 药历 是推行 药学服务的重要

途径 社会药房为购药患者建立药历在国外已经很

常见
,

但在国内尚未见文献报道
。

本公司率先对这

种做法进行 了试验推行
。

虽然药历 的数量还很有

限
,

但已经看到它对患者和社会药房的工作带来的

巨大好处 由于药历是购药患者 的用药记录和档

案
,

因而是开展药学服务的重要依据
。

有 了药历就

可以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跟踪
、

分析
,

评价
、

指导
,

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用药依从度
。

目前
,

由于人们对

社会药房建立药历档案
,

仍存在种种疑虑
,

特别是对

个人隐私不当披露的担心
,

影响药历制度的建立和

推行 因此
,

社会药房的药师应努力宣传药历对购

药患者的重要价值
,

以及社会药房能够有效承担起

我院开展合理用药评估的体会

钱存荣
,

闺双银
,

王丽 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医院
,

辽宁 大连

摘要 我 国 目前尚无相应 的法律法规对临床用 药进行有效的制约
,

医院应 用规章制度对 医 师 的 处方行为进

行监管时
,

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行政干预措施
,

力度很弱
。

为此
,

我院特制定《合理 用 药评估 办 法 》简

称《办法 》
,

旨在加强对 医师处方和 医嘱的监督
。

该《办法 》自去年运行 以 来
,

各方面反映 良好
,

效果显著

关键词 合理 用 药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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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

国家卫生部
、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

总后 且生部联合向社会公布了《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
,

这份指导原则是我 国首次制

定的全面系统的针对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指导性文

件
「

但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

抗

菌药物的滥用依然严 重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
一 ,

是医生 的知 识不 足
,

对药物 的毒副作用认识不

足
,

尤其认为
“

中草药无毒
” ,

用药时很少权衡利弊

作者简 介 钱 存 荣
一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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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

是虚假不实广告和无孔不人的促销活动
,

使医

生成了一种开药的工具
,

甚至于不顾病人的健康和

经济负担 其三
,

也是不合理用药为何如此泛滥的最

重要的一点
,

即我国 目前 尚无相应 的法律法规对医

师处方进行有效的制约
。

医师的
“

处方权
”

太大
,

致

使很多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

我院为避免或减少不合理用药现象对患者的伤

害
,

鼓励医生加强合理用药知识的学习
,

杜绝开方提

成
、

药品回扣等其它因素对其合理用药的影响
,

提高

医院治疗水平
,

降低患者负担
,

特制定《合理用药评

估办法 》
。

该《办法 》自去年运行 以来
,

各 方面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