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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论述 与 比较药学 服务和健康管理的理念 ， 分析两 者在提 出 背 景 、 实施 过程 中 的 内在联 系 ，探 讨如何结 合健

康 管理模式 拓宽药 学服务 的 内 容 ，加 强药学服务的 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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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是治疗疾病 、促 进健康的 重要手段 。 立足 和措施
，
实践药学服务

，
满足公 众的健康需求 ，

提 高

全 面 的 健 康 理 念 ， 开 展药 学 服 务 （ 公众的健康水平 。

实现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的 结果 （ 包括治愈疾
药子服务和健康管理倡导的 目标一 致性

病
；
消除或减轻症 状 ；阻止或延缓疾病进程 ； 防止疾

病或症状发生 ）

⑴
已成 为所有药师的共识 。 药 学服务理念 的提 出 药物对人类健康 的 影

现代健康理念强调的是生理因素 和心理 、
行为

、 响 ， 不仅取决于药物本 身 的作 用 ， 还涉及 到其 使用

环境 、经济 、
生 活 方式等社 会 因 素 对健康 的 全面影 的合理性 。 年 ， 在题 为

“

药学正经 历着

响 。 年 ， 世界卫 生组织 在 《 渥太 华宪 章 》 中 提 第三次浪潮
”

的报 告 中提 出 ， 药师应该 在整 个卫 生

出 ，

“

健康并非 生活 的 目 的 ， 健 康是
一 种积极 的 概 保健体系 中表明 自 己在药物使用控制方 面的 能力 ，

念 ， 是 强 调社 会 和 个 人 的 资源 ，
是 个人 能 力 的 体 药师的 参与可 以减少整个 服 务 费用 。 世纪 年

现 。

”

通过对健康进行 主动地管理和 干 预 ，
能有效 代 中期 ，

中 国医 院药学工作者适时地 提 出 了 全程化

地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 药学服务 的理念 ，提 倡将药 学服务 渗透在整 个医疗

健康管理就是以 现代健康概念为 核心 ， 适 应医 卫生保健过程中 。

学模式 的转变 ，
弘扬治未病思想 ，运用 管理学理论和 健康 管理理 念的 倡 导 全民性 的 卫生保健预

方法
，
通过对个体或群体健康状况和影 响健康 的危 期加大 了公众对健康的 需求 。 然 而

，

以药物 和手术

险 因素进行检测 、
评估和预防干预 ，

实 现以促进健康 为主要手段 的健康模式 ， 带来的 健康 回 报却越来越

为 目 标的全程全方位的 医学 服务过程 ， 并利 用有 限 小 。 曾 有数据 表 明 ， 部分人群 中最 不健康 的 和

的资源来达 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 患慢性病的 占 用 了 的医疗卫生费用 ，
而这

本 文通过论述药学服务 和健康管理 的 内在联 些疾病很多 是可 以预 防 的 。 现代健 康管 理理念

系
，探讨在健康管理模式下 ，

如何结合健康管理理念 和实践始于 世纪 年代 的美 国
⋯

，
倡导通过 个

体和医生共同努力 ，延 长健康寿命 ， 延迟发病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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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者的一致性 健康管理 和药学服务 的 提出 能 。 在健康管理的 信息收集 和干预阶段 ，
无论 是疾

都是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面对的健康威胁改变 ， 个 病的诊断 、治疗都离不开药 品 。 除此之外 ， 由 于药 品

体对健康需求 日 益增加 ，但社会卫生资 源总体有 限 本 身 的理化性质和 使 用过程 中 各种 因 素影 响 ， 药品

的背景下提 出 的 。 健康管理的 目 的是预防和控制 疾 本身可能成为健康 的 危险因 素 ，
而被 纳人危险 因 素

病 的发生与发展 ，
降低医疗费用 ，

提高生命质量 。 而 的评估 。 可 见 ，
健康管理的 个基本 步骤与药 品及

药学服务的 目 的 同样在于实现改善患者生活 质量 的 其使用都有 相关性 。 健康管理的循环实施过程为药

结果 。 两者均顺应社会 的进步 ，符合对健康概念的 学服务提供了广阔空 间 ， 良好的药学服务 ， 能促进健

渐进性理解 和保健模式的适 应性转变 ， 在追求卫生 康管理工作 的开展并取得有效成效 。 健康管理和药

资源 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并在促进全社会人群的 健 学服务不仅 目 标
一

致 ， 而 且两者紧 密联 系
，
相互结

康和生活质量这一总体 目 标上具有
一致性 。 合 ， 相互促进 。

药学服务和 健康 管理实 施 的 内在相 关性 健康 管理模式 下 的药学服务实践

药 学服务 的 内 容 其内 容包括 ： 积极参与疾病 健康管理 的 发展趋势

的预防 、 检测 、治疗和保健 ； 指导 、帮 助患者和 医护 人 健康管理的 个体化 健康管理行业在 欧美

员安全 、 有效 、
合理地使用药物

；
开展面 向 社会的 国 逐渐成为有 巨大市场潜力 的 新兴产业 。 据统计

，
目

民健康教育服 务 ； 把医疗 、药学 、护理有机地结合在 前 美 国人享受着健康管理 服务 ，
健康管理产

一起
，
共同承担促进健康的 工作与责任 ；

是药师通过 业 中 以个体化 、 精确 化 的健康检 测评估 、 咨询 服务 、

与患 者和 其他专 业人员 合 作 ，
设计 （ 药 物 ） 治疗 计 调理康复和保障促进为主体 。

划 ， 执行并监测防止 、
发现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用 药 健康管理服务的全面化 健康是身 体 、 精神

问题并加以解决 的过程 。 和 社会之完好状态 我 国 医药体制 改革 的最终 目

健康管理 的过程 健康管理通过信息收集 、危 的就是通过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来促进健康水平

险 因素评 估和 干预 个步骤 的不断循环 （ 图 定 的全面提 高 。 健康管 理是实现公众 健康 的 战略选

期进行跟踪和 回访 ， 密切关注每位 客户 的干预效果 择⑴
，
以维护健康为宗 旨

，
实 现预 防 为 主 ，

主 动健康

和身 心健康状况 ，
帮 助患 者走上健康之路 。 其 内 容 的 目 标 ，

建立全面 、
全程 、连续 和个性化 的 健康 管理

包括 ： 了 解 身 体状态 （ 疾 病 、 临 界 、 亚健 康 、 基 本健 服 务模式 ，是卫生服务的发展方 向 。

康 ） ， 建立个人健康 档 案 ，
档案 动 态跟踪管理 ；

健 康 健康管理的 信息化 健康领域的 信息 化程

状况评估 ， 代谢紊乱危险 度评价 ， 疾病危险 性预测 ， 度 日 益 提 高 ，
以 数 字 健 康 （ 、 移 动 健 康

健康指导计划
；

危险 因 素 的 干预 ，
给予及时就医 、用 （

⋯ 为代表 的智 能健康管理 ，
以 电 子档 案

药指导和 个性化康 复方案 ；
对于处于疾病预警 、疾病 系统 （ ，

。

为代表 的全

前期的个体进行预防和改善 。 程 全方位 医疗信息 系 统在欧 美正处在快速发展 中
，

甚至可 以结合地理信息 系统 （ 进行多维 的 数据

展 现 。 这种智能化和信息化 的趋 势不仅可 以 整

合资源 ，
促进共享 ，

提高效率 还 有利 于加强 沟 通 ，
构

第二步 建和谐的 医患关系 。

健康 管理模式 下 药 学服 务 的 实 践 与 探

健康管理模式下 ，顺应健康信息化 、全面化 、个 体化

的要求 ， 药学服务 的 内 容将从治疗性药物延 伸 到预
—

防性药物 、
医疗 食物 （ 的 合理 应用 ； 服

务切人点从疾病治 疗阶段提前到
“

未病
”

和
“

慢病
”

危险隨干预

预防性应用 阶段 ； 服务形式将从个体用 药指 导扩展

到群体的药物数据挖掘 ， 药物相关风险 因 素分析等 。

已 经开展的一些药学服务 实践 ，或许可 以 给 我们带

图 健 康管理实施过 程
⑷ 来新 的启 示 。

社 区健康教育 的开展 为满 足 来 自 社会公

两 者 的 相 关性 传统健康模式往往强调药 品 众对健康的需求 药师 已经开始走 出 医 院 ， 在社区 开

的治疗属 性
，
忽 视 了 其预 防 、诊 断和 调 节等 重要 功 展药学宣教 ，普及合理 用药 知 识 ， 开展慢性病 、 非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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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的用药指导和 保健食 品 的合理使用等 。 对不同 发展和实践空间 ，药学服务 为 实现健康管理提 供不

年龄层次 、教育水平的 人群 ，
教育 的侧重点应有所区 可或缺的 技术 手段 和途 径 。 如 何在健康管理 模式

别 。 例如在高 校社 区开展健康教育 ， 服 务 的受众 以 下 ，将药学服务与 公众 的 健康 和 生 活 幸福更 为 紧 密

高级知识分 子居 多 ， 对专业 知识 的要求就较高 。 地联系 起来 ， 促进健康理念的 普及 和健康文化 的 培

一些社 区慢性病的服务实践证 明 ， 通过持之以 恒 ， 循 育 ，值得相关人员进 一步的思 索和行动 。

序渐进 的社 区药学服务 ，
能改善患者 的用药依从性 ，

降低用药风险 ，
起到积极有效的防治效果

特殊人群和疾 病用药 的 调 查 和 干预 通过 丨 胡 晋红 全程化药学 服 务 海 ： 第二 军 医 大学 出版 社 ’

对老年慢性疾病用 药现状 的 调查 ， 为提 高老年人群
■

‘

的医疗安全和合理用 药 提供 良 好 的 切 入点 。 还
‘

有的研究表明 ， 通过现状调查 ，
采 用生 物学 、

心理学 、

行为学 、
社会学模式 的综合干预 ， 有效地提高 了样本 郭 清 健康 管理 是 实现公 众健 康 的 战略 选 择 健 康研

人群高血压控制率 和满 意度
⋯

。 这些 都是通过药 究 ，

学服务促进健康管理的有益尝试 。

黄建 始 美 丨司 的 康培 理 源 自 法遏 制 疗 费 用增 长

药学服务 的 信息化 开 展药学 服务需 要解
黄建始 健康管理在 中 「 理 论与 实践

决医疗信息的共享问题 ， 不仅需要及时获得药物 的
丨 丨。 丨 丨 哪 丨

最新知识 ，
还需要掌握服务 对象 的 医疗文件和 健康 知 己 健康 网 知 健 康 管理 介 绍

档案 。 米取类似 于药物重 整 （

服务模式
⋯

， 利 用数据库 系统和 网 络 资 源 ，
建

立电子药历 ，收集患者 （ 或者健康人群 ） 在不 同阶段

的用药史 、过敏史 、药物相互作 用 、
药物不 良 反应 、合

韩优莉 健康概 念的 演变及 对医 药 体制 改革 的启 示

理用药评价等信息 ，
进行个体化 的 回 顾和预 测

， 中
丨 医学论 理学 ：

为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和 药学信息 服务 提供有 利条 郭 清 智能健 康管 理 〗 康研 究 加 丨
丨⑵ ：

件 ，
提升药学服 务的 智能化水 平和效率 。 个体化的 吴思静 郭 淸 赵发 林 ， 等 内 外 健谈 信息 管理现状

药学 服务 的 电子档案信息经过整 合 ，纳 人区 域化的
’

赵 金 基于 在公 共卫生 屮的应用 中 国数字

健康 管理 息 系统 。

学 丨

健康管理专职药 师的 培养 正 如 临 床药学 黄 芳 高校 社 区药学 服 务 的进卵 巾隱 代 药 物应 用 ，

的发展促进 了 临床药师的 教 育和 培养 ， 健康管理 的

模式是 否会催生有别 于传统医 院药师 的新 的 专职 郑培 利 社 区健康教 育与社 药学服 务 丨 等 畢： 要 中 国药

“

健康管理药师
”

？ 健康管理学是研 究 人的 健康与
日 圭 士 仏 办斗

韩崇 悦 杨 丽 对 社 丨 糖 病 患 者 ； 丨

：

展 药 学 服 务 的研 究
影响健康的 因素 ’

以及健康管理相关理论 、方法和技
「

⑴ 实藤 物与 临床 则 ， 概

术的 新兴的 医学学科
⋯

。

“

健康管理药 师
”

不仅需
「 马维 红 李 倚 ，碰玲 等 桂 林市 漓 东 社 老 年 慢性疾病

要医 药学方面的 专业理论 和知 只教育
， 而且 要针 对 用药 调 迕 及 康管 模 式探 中 闲 医 院用 药评 价 与 分

健康管理的 特殊要求进行信息技术 、管理学 的教 育 析 ：

培训
，
重点加强风险 因素监测 与控制 、干预方法与手

■

： ￥

段 、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等 ， 这对于 传统药学教育提 ±

：

了新要求 ， 带来 了新的机遇和挑 战 。

』 ‘

沈静 萍 ， 单磊 敬 ， 罗 朝 利 ，
等 电 药 系 统 的 设 与 应 刖

医药 导 报 ，
丨 丨

，
： 丨 丨

药学服务和 健康管理是两种 基于现代健康理念
丨 郝 信 加快 赞理朽 术耻研究 学科 建叫 ：

， 中 卞

的概念
，
它 们 的提 出 体现 了

“

以 人 为 本
”

的 指 导 思
收稿 日期 丨

丨 修 回 日 期 力

想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 也是满足公众健康和 生活质 华

量的需要 。 健康管理为药学服务 提供 了 更为 广 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