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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和分析我国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现状 ，促进提高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水平和质量 。方法 　通过网

络检索文献 ，调查我国临床药学教育现状 ，分析评价临床药学教育模式和发展趋势 。结果 　纳入分析的文献 １３６篇 ，涉及现状

分析 、模式探讨 、国内外比较和课程优化的文献 ７０篇（５１ ．４７％ ） 。分析表明目前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专业学位和科学

学位 ２种培养模式 ，但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方面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教育模式 。主要问题是 ：课程设置不合理 、临床实践学

时不足 、教学内容与临床需求脱节 。结论 　我国现行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尚不能达到研究生培养目标 ，也难以满足临床药学

对研究生人才的需要 。建议在临床药学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突出医药融会贯通 ，优化教学内容和方

法 ，规范教学质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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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in
China for improving its level and quality ．Method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were applied for the education mod唱
els and trends of clinical pharmacy in China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related databases ．Results 　 １３６ articles were analyzed ，of
which ７０ articles （５１ ．４７％ ） involved status analysis ，education pattern discussion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curriculum optimization ．The analys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cultivation models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scientific degree ．The educational model is still immature i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main problems are ：curriculum unreasonable ，lack of clinical practice hours ，and disconnection of teaching con唱
tents and clinical needs ．Conclusion 　 The current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y in China cannot achieve the goal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t is hard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nical pharmacy postgraduate talents ．We recommended that clinical
pharmacy postgraduate training process should focus on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outstanding mastery medicine as well as
clinical pharmacy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regulat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tand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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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我国临床药学工作兴起 ，临床

药学专业教育逐渐受到重视 。在众多医药院校创建

临床药学专业（方向）本科教育的基础上 ，为了顺应医

院药学向以药学服务为核心的临床药学转型 ，满足医

院及社会对高学历 、高素质临床药师专业人才的需

要 ，教育部从 ２００２年起批准部分学校在（中）药学一

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临床（中）药学二级学科 ，设立临床

（中）药学硕士点和博士点 ，促进临床药学高等教育的

快速发展 。自 ２００９年国家专业学位招生向应届毕业

生全面铺开后 ，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成为药学专业

硕士的主要培养方向之一 。本文在调研我国临床药

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现状的基础上 ，对我国临床

药学研究生教育情况进行分析和展望 。

1 　资料与方法

1 ．1 　 文献调研 　 检索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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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J） ，检索年限为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４ 年 ，以“题名或关

键词”为检索字段 ，输入检索词“临床药学” 、“临床药

师” 、“本科” 、“研究生” 、“教育” ，对检出与临床药学

教育有关的文献进行归纳分析 。

1 ．2 　网络检索 　 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唱
tp ：／／yz ．chsi ．com ．cn／ ）上的硕士招生目录检索所

有药学及临床药学硕士 、博士点 ，共搜索到 ３５ 所招

收临床药学专业／方向研究生的高等院校名录 ，登陆

１７所院校及院系官网 、研究生招生网站 ，获取招生

简章 、研究方向 、师资情况及实践基地等资料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文献调研结果 　 文献检索查得相关文献 １７４

篇 ，删除重复文献 ３８篇 ，获得有效文献 １３６篇 。对

１３６篇文献内容进行归纳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４年期间 ，临床

药学研究生教育文献主要集中于临床药师培养 、教

育模式探讨 、教育现状分析 、国内外比较和课程优化

（表 １） ，大多为论述性或争鸣性文章 。

表 1 　 136篇临床药学文献的内容构成

类别 篇数 百分比（％ ）

临床药师培养 ４９ 墘３６ -．０３

教育模式探讨 ２６ 墘１９ -．１２

教育现状分析 ２３ 墘１６ -．９１

国内外比较 １２ 墘８ -．８２

课程优化 ９ 墘６ -．６２

专科培训 ５ 墘３ -．６８

其他 １２ 墘８ -．８２

合计 １３６ 墘１００ -．００

2 ．2 　临床药学研究生前期教育现状 　截至 ２０１３年

５月 ，我国设置临床药学专业的高等院校有 ２４ 所 ，

其中开设全日制临床药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有 １１所 ，

学制大多为 ４ ～ ５年 ，毕业后授予理学学士或医学学

士学位［１］
。另有个别院校设有本硕连读 ，学制 ６ ～ ７

年 ，毕业后授予硕士学位 。

　 　国内本科临床药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仍倾向于传

统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基础学科 、化学和基础药学

占主要地位 。以北京大学医学院 、沈阳药科大学和

中国药科大学为例 ，与美国肯塔基大学的课程设置

比较 ，我国临床药学本科教育轻临床的倾向依然明

显（图 １） 。由于本科学制的局限性 ，国内院校在本

科阶段无法安排足够的实践教学学时 。此外 ，可能

受到教学资源限制 ，国内临床药学本科理论教学课

程安排也欠合理 ，特别是其他类课程占用了过多的

教学时数 ，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 。因此 ，对于培养

中高级临床药学人才来说 ，发展并完善临床药学研

究生教育是势在必行的途径 。

图 1 　 4所院校临床药学本科课程学分设置比较

2 ．3 　 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现状 　 ２００２ 年 ，国家卫

生部提出建立“临床药师制” ，以提高药物临床治疗

水平 。同年 ，教育部允许一批重点大学自主设置二

级学科［２］
，北京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率先开设“临床

药学”二级学科［３］
。 ２００３ 年 ，沈阳药科大学和四川

大学相继增设了临床药学二级学科［４］
。 ２００５年 ，第

二军医大学在试办 ２年制临床药学研究生班的基础

上 ，也增设了临床药学二级学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春

季 ，我国共有 ３５所高等院校招收临床药学专业／方

向硕士研究生 ，其中 ２２所院校设立临床药学专业学

位硕士点 ；２０所院校设立临床（中）药学科学学位硕

士点 ，１７所院校设立临床药学博士点（表 ２） 。

表 2 　教育部批准的设立临床药学硕士 、博士点院校数

院校类别
专业学位

硕士点 博士点

科学学位

硕士点 博士点

综合性大学 ７ 吵５ $９ 揪８ /
医学院校 　 １１ 吵８ $８ 揪６ /
药学院校 　 ２ 吵２ $２ 揪２ /
中医药院校 ２ 吵２ $１ 揪１ /
合计 ２２ 吵１７ $２０ 揪１７

2 ．3 ．1 　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根据对 ３５所院

校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分析 ，可以归纳为 ２

种 ：专业学位模式和科学学位模式 ，其间还包含了本

硕连读 、硕博连读等多种形式 。如北京大学实行 ３

年制药学专业学位 、３年制药学科学学位 、６ 年制本

硕连读的 ３种培养模式 ，按照理论课程基本统一 、实

践教学各有侧重的培养方案进行 ；山东大学自 ２００３

年起开设 ７年制本硕连读 ，毕业后授予医学硕士学

位［５］
；复旦大学药学院自 ２００９年起设立招收临床药

学方向的研究生 ，已建立了“２ ＋ ２ ＋ ２”本硕连读 、２ ．５

年制临床药学专业硕士 、３ 年制临床药学硕士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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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制和层次的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 。多种形式

的培养模式实为满足不同层次 、不同地区学员的实

际需要 。

2 ．3 ．2 　临床药学研究生课程设置 　 公共必修课包

括政治 、英语和统计学 ；专业必修课包括临床药理

学 、临床药物代谢动力学 、药物警戒与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等专业课程 ，以及信息检索 、SCI写作 、科研设

计 、统计软件应用等科研方法课程 。有些院校还开

设了沟通技巧等人文科学课程 ，如北京大学开设的

临床药学实践导论课程中 ，涉及“职业化沟通”的内

容［６］
。但是 ，药物治疗学作为临床药学的重要课程 ，

开设的院校却不多见 。部分院校如沈阳药科大学 、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等因在本科阶段已开

设了临床课程 ，研究生阶段不再开设 。第二军医大

学则开设有内 、外科进展和野战内 、外科学等综合性

临床医学课程可供研究生选修 。

　 　本文选取北京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第二军医大

学和南京医科大学分别代表综合性大学 、药学院校 、

军队院校和医学院校 ４类院校 ，统计硕士研究生课

程设置情况 。如图 ２ 所示 ，北京大学临床药学课程

比重最高 ；医学院校临床药学课程比重高于药学院

校 ，而药学院校高级化学课程占有过高比重 。

图 2 　 4所院校临床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分设置比较

　 　从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培养模式上比较 ，课程

设置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 ，仅在学分要求上有所区

别 。虽然大多数院校开放研究生课程选修 ，但缺少

激励研究生多选临床药学类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的

机制 。

2 ．3 ．3 　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的实践课程 　 临床药

学人才的培养贵在实践教学 ，因此 ，临床药学实践是

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的核心 。 从文献调查结果来

看 ，多数院校在实践教学方面比较薄弱 ，但还是有少

数院校较为突出 。如北京大学的临床药学实践分为

初级临床药学实践 、高级临床药学实践和专科临床

药学实践 ３个阶段 ，并与多家三甲医院合作 ，开设临

床药学实践基地［７］
。复旦大学临床药学实践内容包

括 ：赴社区医院开展合理用药宣传 ，与内科医师共同

制订个体化用药方案 、进行药物治疗案例分析等［８］
。

武汉大学药学院的临床药学实践配备专职临床药师

参与教学 ，开展临床合理用药 、临床处方点评 、药物

不良反应监测 、治疗药物监测 、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

药学监护等医院临床药学的经常性工作［９］
。

3 　结论与讨论

　 　根据现有文献分析 ，我国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

已经基本成型 ，并已成为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的重要

力量 。同时 ，我国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尚不成熟 ，存

在一定的缺陷 ，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

3 ．1 　依据培养模式 ，建立针对性更强的选课机制 　

我国临床药学专业硕士大多是经过 ４ ～ ５ 年的本科

学习后继续就读研究生课程 ，研究生理论课程由院

校自行安排 ，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第一学年的

理论课程差别不大 ，第二年实践安排也因导师指定

的课题而异 ，并未体现科学学位硕士与专业学位硕

士之间的区别 。此外 ，理论课程大多安排在第一年 ，

之后完全进入实践环节 ，实践和理论学习间隔时间

长 ，且两者比较分散 ；一些在本科阶段设置临床药学

课程的院校 ，在研究生阶段往往不再设置 ，可能导致

非本校以及跨专业生源的研究生在临床药学基础知

识方面存在欠缺 ；院校对学生所选课程只在学分上

有所要求 ，并没有依据培养模式 ，细化到相应的课程

种类 。因此 ，需要针对不同培养目标 、不同生源 ，设

计更为个性化的课程设置及选课机制 ，尽可能将实

践环节贯穿于各阶段的理论学习中 ，采取医药结合 、

联合带教的方式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循序渐进 ，课程

内容由浅入深 ，不断加深学生的理解 。药物治疗学 、

药学服务 、药物信息学 、临床药学等作为本专业的重

点课程可以适当合并 ，理论授课始终需要与临床实

践紧密协作 、穿插进行 ；可以将理论课以讲座 、病例

讨论 、床边带教等形式安排在临床见习期间 ；考试除

客观题外 ，更应考核学生的案例分析能力 ，以保证理

论知识能与临床实际结合 。

3 ．2 　增加实践性课程比例 ，强化学员的实际工作能

力 　调研发现医学院校及综合性大学通常设有大型

三甲医院作为临床药学实践基地 ，为临床药学研究

生培养提供了优越条件 ，学生有指定的实践指导老

师 ，通过参与医院的临床药学工作和相关的研究性

课题 ，不仅丰富了临床药学专业知识 ，而且获得了临

床药学工作能力 。药学院校因缺少医院临床实践基
（下转第 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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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临床药学的实践教学先天不足 。只能倾向于研

究药物的临床应用 ，但有些课题偏基础 ，且缺乏医院

老师的直接指导 。因此 ，临床药学研究生教育应当

从实际出发 ，根据各院校的专长 、条件和优势 ，量力

而行 ，切不可大包大揽 ，以免误人子弟 。另一方面 ，

强化临床药学实践能力需要从细节着手 。例如 ，美

国大学的临床药学实习中 ，学生在各科轮转的同时 ，

还要学习临床药学课程和临床医学课程 ，参与讨论

并进行实验等 。如肯塔基大学的学生在实习期间从

事药学监护和药物调配工作 ，还要填写一些表格 ，包

括实习地点评价 、资金管理 、信息资源 、药物管理政

策 、地区健康监护评价 、最畅销 ２００种药品的处方情

况 、日常实习 、文献阅读等［２］
。

3 ．3 　规范临床药学教学质量标准 ，完善培养模式的

架构设计 　近年来 ，为了形成规范化临床药师工作

体系 ，以提高临床用药安全性 ，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临床药师在职规范化培训 ，上海等

部分大城市也开展了区域性的临床药师岗位培训 ，

参加培训的学员首先被要求在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工

作 ２年以上 ，药学专业人员担任临床药师职位还需

要经过 ０畅５ ～ １ 年的临床药师规范化培训 。临床药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也可以借鉴已日趋成熟

的临床药师在职培训教学环节和带教模式 ，如开展

药学问诊 、药学查房 、病例讨论 、药历书写 、典型案例

分析 、文献分析报告 、床边教学以及案例考核等 。院

校可借助已有的临床药师培训基地 ，建立研究生临

床见习和实习基地 ，与医院临床药师紧密协作 ，建立

研究生培养校内 、校外双导师制 ，实现院校教育与岗

位培训的无缝衔接 。 此外 ，如果临床药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在读期间就能参与培训并通过考核 ，毕业时

就可以被授予枟临床药师岗位培训证书枠 ，这不失为

评价院校教学质量和研究生个人能力水平的一种规

范化标准 。惟有如此 ，才能将临床药学研究生培养

与临床药师人才需求真正对应起来 ，培养出满足实

际需求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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