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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称人员对军队药剂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标准的观点 比较

鲁 娟 ， 黄伟灿 ，
王 悦 （ 第二军 医 大学训 练部 ， 上海

摘 要 目 的 比较中 高级职称药剂 人员 对军队药剂专业 高级技 术 职 务 任职标 准的 看法 。 方法 通 过德尔菲法 组织

两轮专 家函询 ， 比较不同职称者最终赋予各指标权重 的差异 。 结果 不 同职称者对
一

级指标的 看法基本
一

致 ，认 为 最重要的

是药剂工作 、专业知识 （ 协和系 数 对二级指标 专业知 识 、 药剂工 作 、教 学工作 的 意见 基本一致

，
， 。 对二级指 标思想 品德 、科研工 作 、

三级指标药 剂 工作数量 、药剂 工作质

量 、教学成果的 看法不一致 （ ， ； ； ；

结论 不 同 职称人 员 的看法有偏差 ，尤其是在药剂工作 质量 和教学成 果的 考量方面 ， 中 级职称者更看 重短期指 标如 文 章 等 ；

高级职称者更看重 长期积 累指标如 教学奖励等 。 要进 一步深 人分析专 家 的 不 同 意见 ， 建立科学 的 军 队 药剂 专 业高级技 术职

务 任职标 准 。

关 键词 职称 ；
药剂 ； 军队 高级技术职务 ；任职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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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制 度作 为对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进行管理和

提供评价服务 的一项基本制 度
⑴

，其任职标准事关

专业技术人员 的切 身利 益 ， 但是 因为 长期 以来任职

标准 及条件本身 的 弹性 因 素 ，
难免在评价确认上存

在偏 差 。 如 何 对参评人 员 的专业技术 能力 和水

平进行合理 、准确 、公平的评价 ？ 专家 的意 见无疑是

基金项 目 丨 年度全军 医 药卫 生科研项 《 军队 生专 业 高 级

技 术职务 任职标准研究 》

作者简介 鲁 娟
（ 女 ， 博士 ， 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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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王 悦 ，

丨
： （

，
：

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

医 学是一 个实践性 较 强 的 学科 ， 而药 剂学 作

为其中一 个重要分支 ，主 要研究药 物配 制 理论 、生

产技术 以 及 质量控制 等 ， 保证药剂 的有效性 、安全

性 、稳定 性等 ，这就要求其专业人 员 既要有扎实 的

药剂学基础 知识 、专业 知识 ， 同 时 也要有较强 的药

剂学知识的综合应 用 及 临 床实 践技能 水平 。 本文

以 军队药 剂专 业高级技 术 职务 任职标 准 为例 ， 对

中 高级职称 人员 的 观点进 行 了 比较分 析 ，
以期 为

新时 期军 队卫生领域职称评审 工作的 发 展开拓思

路 。 有关军队药剂 专业 高级技 术 职务 任职标准体

系 的研究 已 经 另 文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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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根据研究 目 的 ，
为保证咨询结果 的权威

性和可信度 ，专家遴 选标准按照知识结构合理 、专业

特长互补的原则 ， 参与 专家 的 规模根据数理统计原

理
，遴选出 家总 医 院共 名 药剂学专家 ，

其中

高级职称 名 ’ 中 级职称 名 ， 从事药剂工作至少

年 以上 。

方 法 通过两轮德尔菲法 ，建立 了 由 思想 品

德 、专业知识 、护理工作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 其他

社会工作 项一级指标 、 项二级指标 和 项三

级指标构成 的军队药剂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 职标准

体系 。 主要 比较中 高级职称人员最终赋予各指标权

重的大小差异 。

统计 学分 析 使用 软件 ，

一致性检

验采用 方法 ；

一致性度量采 用 协

和 系数 。 协和系数 大
（ 本研究取 ，

判定两

种专家看法
一致 。

结果

一级指标包括思想 品德 、专业知识 、药剂工 作 、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其他社会工作 项 。 对一级指

标权重 指数的
一致性检验 ，协和 系数较大 （

值较小 （ ， 不 同职称人员 的 看法基本 一致

表 都认为药剂 工作 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 ，其

次是专业知识 。

表 不 同职称人 员 赋予药 剂专业高级技术职务任职标 准体 系
（
下简称

“

体 系
”

）
中 各一级指标权重的 比 较

思想 品德 专业 知识 药剂 工作 教学工作 科研工 作 其他社会工作 协和系数 检验统计量 渐近 分布 值

高级职称

中 级职称

由表 可见 ，不 同职称人员 对一级指标思想 品

德包含内容的看法不 同 。 虽 然都认为职业道德最重

要 ，但从权重排序来看 ，高级职称者认为除职业道德

权重 外
，
年度考核 （ 权重 最重要

；
中

级职称者认为 除职业道德 （ 权重 外 ，政 治思

想 素质 （ 权重 最重要 。

表 不 同职称 人 员陚予体 系中 各
一

级指标下属二级指标权重的 比较

级指标 下 属二级指标 高级职称人员 陚予的 权重 中级职称人员赋予 的权重

思想品 德

专业知识

药剂 工作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政治思想素质

职业道德

年度考核

继续教育

专业学历

专业水平

外语水平

计算机水平

药剂工作数量

药剂工作质量

教学数量

教学质量

教学成果

科研项 目

科研成果 、专利 技术

论文等

〕

不同职称人员对
一

级指标专业知识包含内容 的

看法相 同 ，从权重大小来看
， 都认为 专业 水平最重

要 其次是专业学历 。

不同职称人员 对一级指标药剂工作包含内容的

看法基本相同 ，从权重大小来看 ，都认为药剂工作质

量要 比药剂工作数量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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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职称人员 对
一级指标教学工作包含 内 容的

看法基本相 同 ，从权重大小来看 ，都认为教学工作 中

最重要的是教学数量 ，其次是教学质量 最后是教学

成果 。

不 同职称人员对一级指标科研工作包含 内容的

意见不尽相 同 ， 虽然都认为论文最重要 ，但从权重来

看 ，除论文外 ， 高级职称者认为科研成果最重要 ； 中

药剂工作数量

处方 调配量

制剂配置量

药事管理量

药剂工作质量

差错 率

质量考评

指导临床用药情况

开展新业务情况

教学成果

教学奖励

课题

文章

对二级指标药剂 工作质量包含的 内容 ， 高级职

称者认为开展新业务情况 、差错率最重要 ；而 中级职

称者则认 为 ， 最能反映药剂 工作质量的应该是质量

考评 其次是指导 临床用药情况 。

不同职称人员 对二级指标教学成果包含 内 容的

看法不同 ， 从权重大小来看 ， 高级职称者认为教学奖

励最重要
；
而 中 级职称者认为文 章最重要 。

讨论

本研 究 的 意 义 目 前
，
对高级技术职务任 职

标准进行量化评审 已经成为共识 。 要不断改进

和 完善量化评审方案 ，从专业实际 出 发 ， 制 定 出 既

能考评专业技 术人员 的 专业知识 ，
又能体 现其业

务能力 和 水平 ，
同 时对其业绩 的社会价值有 客观 、

公正的任职 标准 的量 化细 则 基础工作 就是要

多方面 收集分析本 行业专家 的 意 见 。 然 而
， 专家

之间 的意见 是 否 有分歧 ， 这些 分歧背后 的 深层 次

原因是什么 ？ 目 前尚 未见相 关研 究报道 。 本研究

以军队药剂 专业 高 级技 术职务 任 职标准为 例 ， 调

査 了 中髙级职称药剂人员 的 观点并进行 了
一致性

检验 ， 同 时通过现场访谈 和 电话 、 电子 邮件等方式

与专家进行深 人沟 通 ， 为 全面掌 握药剂 专业 职称

评审现状及药 剂 专业人员 思想奠定 了 基础 ，
为 相

应的职称评 审工作提供了 参考 。

不 同 职 称 人 员 对 药 剂 专 业 高 级技 术职 务任

级职称者则认为科研项 目 最重要 。

由 表 可见
，
对二级指标药剂工作数量包含 的

内 容 ，
不 同 职称 人员 的看 法不 尽相 同 。 从 权重大

小来看 ， 高 级职称者认为 最重要 的依 次是 ： 药事 管

理量 、制 剂 配置量 、 处方 调配量 ； 中级 职称 者认 为

最重要的 依次是 ： 药事 管理量 、
处方 调配量 、 制 剂

配置量 。

职 标 准 的 看 法 不 同 本研 究 中
，
不 同职称 人 员 对

一级指标 的看法一致 ，对二级指标专业知识 、 药剂

工作 、教学工作 的意见也基本一致 。

不 同职称人员 对二 级指标 思想 品 德 、 科研 工

作 、三级指标 药剂工作 数量 、 药剂 工作 质 量 、教 学

成果 的看法不 一致 。 对 思想 品 德
，
除职业 道德 都

认为最重要外 ， 高 级职称者认为年度考 核重要 ；
中

级职称 人 员 认 为政 治思 想 素质 重要 。 对科 研 工

作 ， 除论文都认为最重要外 ， 高 级职称者认 为科研

成果重要 ；
中 级职称者 则 认 为 科研项 目 重 要 。 对

药剂 工作数量 ，
除 药事 管理量都认 为最重 要外 ， 高

级职称人 员 认为 制 剂 配置量 重要 ；
中 级职 称者认

为处方调配量重要 。

不 同职称人员意见分歧很大的是药剂 工作质量

和教学成果 ， 其 协 和 系 数都很小 （ 分别 为

和 〉 。 对药剂工作质量 ， 高级职称者认为 开展

新业务情况 、差错率最重要 ； 而 中 级职称者 则认 为
，

最重要的是质量 考评 ， 其次是指 导 临 床用药情况 。

对教学成果 ， 高级职称者认为教学奖励最重要 ； 而 中

级职称者认 为文章最重要 。

分析专 家 意见分歧较大 的 原 因
，
为 制定科 学 的

任职标 准提供依据 本次调查 中 ， 不 同职称人员 的

看法有差异 ，
相对来说 ， 中级职称人 员 年资较轻 ， 工

作时间 尚短 ，
经验还不够丰 富 ， 还 未通过高级技术职

务评审 ， 更加看重 的是
一

些 客观指标如质量考评 和

表 不 同职称人 员 赋予体 系 中 各二级指标下属 三级指标权重的 比较

二级指标 下属三级指标 高级职称 人员 賦予的 权重 中级职称人员 赋予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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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短期容易实现的指标如文章等 ； 高级职称者相对在

药剂 岗 位上工作年限更长 ，
已 经通过了 职务评审

，
更

看重的是一些需要 长期积累 和努力实现 的指标 ， 如

教学奖励 、开展新业务情况 、差错率等 这也符合 咨

询专家本身的身份 。

总之 ， 只有正确 的对待 中高级职称人员 的不 同

意见 ，全面掌握人员 的 思想动态 ，
客观的加 以分析 ，

建立科学的 、让专业人员信服 的 高级技术职务任职

标准 使评审工作 由 重学历 、重 资历 向重能力 、重业

绩方 向转变 才能使军队卫生领域职称评审工作在

政策 、工作方式 、服务质量上更 上
一层楼 ，促进军队

卫生事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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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检测组分的 确 定 本处方药味 虽不多 ，但成分

复杂 。 由 于本制剂 为传统水煎制 剂 ，
能在同 系统 同

波长条件下 同时检测 的 已 知成分不多 ， 笔者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绿原酸和 橙皮苷两种成分 ， 通过试验证

明用本方法检测上述有效成分简单可行 。

检 测 波 长 的 确 定 选择 波长 ， 虽 不

是两者的最 大吸收波长 ， 但笔 者分 别在该波 长 和

两成分的最 大吸 收 波长进行线性 比 较
，
均 达到 了

满意的结果 ， 且在 各波长处考 察主峰与相 邻 杂 峰

均能达到 有效分离 ，故选定 为本 品检测 波

长 。

供试品 制备方 法 的 考 察 本制 剂 为 水煎液 ，

待检成 分 已 经处 于溶 解状 态 ， 故 笔者 分别 用水 、

、 、 不 同 浓度 的 甲 醇
，
并 用振

摇 （ 、 、
， 超 声 （ 、

、 进 行试

验
，
结果用 水做溶剂未 知 成分 与有 效成分较 难达

到基线分离 ， 结果重现性差 ， 用 甲 醇和

甲 醇均能达到 满意 分离 ，
且结 果一 致

， 而不振摇 、

振摇 、超声 的结 果也几乎 无差异
，
考 虑到环保

、
结

果的稳定性等 因 素选择 甲 醇作为溶剂 ，
以 振

摇 作为 提取方法 。

流 动 相 比 例 考 察 笔 者 考察 过 甲 醇 水 的

梯度和 乙 腈 水 的 梯 度 ， 发现 乙腈 水 的 梯度 能使

两组分和其他未 知峰更有效 分离 ， 并对磷 酸浓度

和 进行考察
，
发现磷酸浓 度 的变化对

结果无 明 显影 响 。 通过 大量 的 试 验 确定 前述 梯

度 ，
既可保 证 两者 和杂峰 的 有效 分离 ， 峰 的 纯度

高 ，
理论塔 板 数在 以 上 （橙 皮 苷 的 理 论塔

板数达 到 以上 ） 。

本制 剂虽是医 院制 剂 ，但对其质量控制也是非

常重要的 。 通过大量试 验证明 本方法分离度好 精

密度高 ，重复性好 无干扰 制备简 单 且能 同时检测

绿原酸和橙皮苷 ，可行性强 ， 可用于本制 剂 中上述成

分的含量检测 。 通过对 批样品 的检测 ，
发现两成

分含量各不相 同 ，
且差异较大 。 造成此现象的原 因

有多种
，
主要可能是 由 于各原药材质量 ，

因此
，
更有

必要用本法对该制 剂 的有效成分进行检测 ，达到 质

量控制 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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