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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药师制度建设历程

建立区域审方中心

开展“线上+线下”
居家药学服务

建立药学专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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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以总药师制度撬动药学服务同质化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药学部主任 陈文瑛
广东省药事管理与药物
治疗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孝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药政处
处长 李学钧

2020 年 2 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 6 个部门共同发布《关
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
进合理用药的意见》，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试点建立总药师
制度。

为进一步深化总药师制度
建设，构建药事管理新体系，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药学服务
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印发《广东省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医疗集团)总药师制度建
设方案（试行）》（简称《建设方
案》)《广东省紧密型县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药事质量管理指
南（试行）》，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广东省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2022-2025年）》，均强调总
药师制度的重要性，要求通过
总药师制度建设，建立专科联
盟、医联体、县域医共体药事
同质化管理机制。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计划分
3 步推进落实《建设方案》：第
一步，从 2022 年 2 月开始，广
东省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
委员会牵头，通过集中授课的
方式，对省内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拟聘任总药师进行培训；第
二步，各医联体、医共体参与总
药师遴选，创建一支高水平的
总药师队伍；第三步，试行总药
师制度一段时间后，尝试开展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药师阶段
考核与总结，推广成效突出的
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和
个人典型经验，强化结果运用，
带动省内医院药学服务的高质
量发展。

截至 2022 年 9 月，广东省
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已在粤北、珠三角、粤东、粤西
等片区举办总药师培训班，培
训学员近200名。培训班内容
涵盖医疗联合体建设、药事管
理、药品供应保障、合理用药、
学科建设、新型药学服务模式、
团队文化建设等。

2018年7月，在广州市天河区卫
生健康局领导下，天河区药学专科联
盟成立，聘任主任药师陈文瑛为总药
师，设立药学服务联合协作管理办公
室，成员涵盖3家区级医院及13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办公室负责制订和落实联盟年度
工作计划，推进医联体内药事管理和
合理用药监管工作，并通过“线上+线
下”的方式，分层分类对医院药师进行
培训。截至目前，办公室共举办83场
次培训。经过培训和考核，天河区药

学专科联盟组建了审方药师队伍（31
名药师）、科普宣教队伍（32名药师）
及家庭药师队伍（88名药师）。

2019年6月，在天河区基层医疗
机构信息系统一体化的基础上，联盟
建立了天河区区域审方中心，实现区
域内所有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3
家）处方的前置审核。

截至2022年6月，天河区审方中
心共审核处方 666397张，不合理处
方占比为15.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处方合格率平均提高了6%，均超过

了95%。
2021年 11月，天河区药学专

科联盟成立居家药学服务管理办公
室，并组建24支家庭药师队伍，通过
自主开发的小程序为全区居民提供
网格化、分片区包干的“线上+线下”
居家药学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家庭
药箱整理、用药提醒、用药咨询、科普
宣教、预约上门服务等。

此外，天河区药学专科联盟还举
办了 35场次科普及义诊活动，共
2000人次获益。

药学专科联盟

区域处方统一审核

2018年，罗湖医院集团设立总药
师制度。主任药师曹伟灵任总药师，
参与集团经营管理与决策，全面负责
集团内药事管理，统筹推进基层医疗
机构药学服务转型、药师培养、药学学
科建设，促进集团药事管理整体化、规
范化发展。

建立用药衔接机制。罗湖医院集
团通过统一用药目录及集中采购药品
使用、药品储备调剂、阳光用药监管制
度等，探索建立了集团内上下级医疗
机构用药衔接机制，积极推动长期处
方服务，实现分级诊疗下药品的互联
互通。

罗湖医院集团还搭建了药学服务
平台和临床用药监管平台，整体开展

区域处方前置审核、药品智能调配、药
师移动查房等工作，提升处方调配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水平。

创新社区药学服务模式。为促进
临床药师下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
湖医院集团调整药师绩效分配制度，
引导33名临床药师到社区服务中心
提供驻点服务。驻点药师不仅提供门
诊药学服务，还加入全科医生团队开
展家庭药学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罗湖医院集团制
定了《社区药学照护规范》，明确药学
照护的流程及评估机制，规范照护方
案拟定、执行、追踪、评估等药学照护
标识，明确和细化了中药师在药学照
护中的职责和服务流程，推动药学照

护工作在全区推广和普及。
加强药师队伍建设。罗湖医院

集团加大临床药师培养力度，发挥
集团专科临床药师作用，推动药学
与临床研究的专科化、垂直化管理；
注重药学科研整合和应用，获批深
圳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成立
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研究室，在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广基、中国药科大学
郝海平教授的指导下，与临床科室
开展基础研究、临床药物应用与评
价研究等。

建立总药师制度以来，罗湖医
院集团共立项药学类科研课题44
项，申报专利7项，发表SCI论文16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7篇。

城市医疗集团

药学服务集中监管

2020年，作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的牵头单位，南雄市人民医院设立了
药械中心，聘任主任药师曾援为药械
中心主任（拟聘总药师），全面负责医
共体药事管理工作。

在此基础上，县域医共体设立了
唯一的药械采购账户，统一用药目录，
实行药械统一采购和配送；构建上下
衔接的用药机制，统一药品储备调剂、

统一指导合理用药机制，制订短缺药
品替代目录及医保限定适应证、医院
等级限定等药品目录，便于成员单位
和村卫生室遴选；整合基本用药目录，
保证双向转诊患者用药的延续性。

此外，南雄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创
新社区药学服务模式，推动医共体牵
头单位药师下社区，改革药师绩效分
配制度；加强药师队伍建设，通过建立

合理用药管理指标体系，探索优质
药学服务资源下基层管理模式，推
动落实分级诊疗。

总药师制度建设有利于广东省
内优质药学服务资源的优化与整
合，提升基层药学服务水平，促进药
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向优化基层卫
生资源配置、医疗资源共享迈出重
要的一步。

紧密型医共体

药械使用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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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刘嵌玥

在海拔4000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四处盛开着格桑花。藏语中的

“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格桑花被藏族
群众视为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
花。在日喀则市第二方舱医院里，志
愿者就是患者心中的格桑花，他们将
方舱医院变成了患者临时的温暖之家。

第二方舱医院共有床位1601张，
外围干部志愿者仅有18名。为缓解
舱内后勤保障人力严重不足问题，方
舱医院涌现出一批患者志愿者，他们
接力维持着方舱医院的正常运转。一
些志愿者在核酸结果转阴后依然留
下，与舱内工作人员合力战“疫”。

第二方舱医院A区2层志愿组组
长拉巴片多在当地一所幼儿园工作，

9月7日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她被
送入第二方舱医院。入舱当天，拉巴
片多看到舱内有一些穿着红色马甲的
志愿者。因为在幼儿园做过防疫工
作，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清理垃圾、分发物资、安抚患者、
帮助翻译、登记信息，拉巴片多每天从
早上 8时一直忙碌到晚上 12时多。
在舱内的许多个深夜，她搀扶着行动
不便的老人起夜如厕，帮助母亲们为
哭闹的婴儿换尿布。回想起过去一个
多星期的付出，拉巴片多脸上洋溢着
质朴的笑容。9月11日，拉巴片多核
酸结果转阴，达到出舱标准。但她没有
离舱，而是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希望留
在舱内一直做志愿服务。“幼儿园还在
停课，看到舱里有那么多老人和孩子需
要照顾，我就打消了离舱的想法。”

同样留下来的还有27岁的巴桑

平措。9月4日，他和父亲一起被送入
方舱，6日他成为方舱志愿者，也正是
在那一天，他的父亲达到了出舱标
准。父亲出舱前，巴桑平措向他表明
了想要一直留在舱里做志愿服务的想
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巴桑平措在拉萨工作，8月他因
为脚受伤请假回到家乡日喀则养伤，
痊愈后受疫情影响留在了日喀则。入
舱后，巴桑平措找到了新的“工作阵
地”。“现在因为疫情回不了单位，在方
舱内做志愿者就是我应尽的责任。”他
说，“何日清舱就何日离舱。”

次仁琼达是县医院的一名初级护
师，也是舱内为数不多的有医学背景
的志愿者。8月30日确诊后，她转入
舱内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次仁琼达
主要负责医疗废弃物的收集、清理、消
毒、转运，并协助医护人员做好环境消

毒。“虽然我的核酸检测结果已经转
阴，但也没有出舱的想法，因为在舱内
能发挥我的专业价值。”

次仁琼达还经常担任“心理辅导
员”和“健身教练”。一些患者进舱后
很恐慌，次仁琼达一边用亲身经历鼓
励开导他们，一边组织他们做藏医特
色养生操、跳锅庄舞（藏族民间舞
蹈）。在锅庄舞悠扬的音乐中，方舱医
院的氛围也变得轻松起来。

日喀则还有许许多多与方舱医院
志愿者一样美丽的“格桑花”，盛开在
社区、隔离点、卡口、保供点，他们是打
赢日喀则市疫情防控保卫战的中坚力
量，是日喀则市抗疫一线最可爱的
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
争，以人民为中心，为了群众、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是日喀则市此次疫情防
控的宝贵经验。

格桑花开 温暖方舱

抗疫进行时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芳 通讯
员朱波）“本以为这次治疗需要去城
里，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患者王先生的家属表示很
满意。近日，在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
中心卫生院中西医结合科病房，荣昌
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王熠正带
领中西医结合科的医护人员对8天前
入院的患者王先生进行术后检查。王
先生因患急性脑梗死入院，经过治疗，
目前已明显好转。

“这得益于‘区聘镇用’制度改
革。在下派医生王熠的帮助下，我们
目前可以运用无创呼吸机和有创呼吸
机等3项新技术。”吴家镇中心卫生院
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周晓凤介绍。

所谓“区聘镇用”，就是荣昌区级
医疗机构新招聘的执业医师类人员
5年内必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至少一年，派出人员必须具备执业

医师资格；无基层工作经历的中级职
称执业医师类人员，在申请副高级职
称前必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一年。

“原则上，荣昌区每年‘区聘镇用’
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当年招聘执业医师
类人员总数的80%。”荣昌区卫生健
康委负责人表示。

据悉，荣昌区卫生健康委对“区聘
镇用”人员制定专门的绩效考核办法，
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对其进行绩
效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分配挂
钩。同时，为鼓励“区聘镇用”人员扎
根基层，荣昌区还制定了将考核合格
的“区聘镇用”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工作时间视为其基层工作经历，连
续在边远地区工作满3年的“区聘镇
用”人员在职称晋升、岗位聘任等方
面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政策等激励
机制。

重庆荣昌

“区聘镇用”鼓励人才下基层

本报讯 （特约记者俞欣 通讯
员周伟 陈爱君）“我打鱼十余年，没
想到这里有这么好的医疗保障，不但
政府配送大药箱，还有24小时海上远
程应急咨询、救治指导服务。”近日，渔
民李琦来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卫生院
做健康体检，为9月16日大开渔日出
海做准备。

渔船每次出海，短则十来天，长则
半年。为及时掌握船员全周期健康变
化情况，温岭市卫生健康局自2021年
起以渔业重镇石塘镇为试点打造“海
上卫生院”，推出“渔船签约家庭医生”
服务。渔民可免费得到出海前健康体
检、远程医疗救治集成服务等全生命
周期健康保障，以解决海上就医难题。

目前，温岭市已建立涉渔人员电
子健康档案1.3万份，投入100多万元
用于渔民健康体检，把好出海健康管
理源头关；还为渔船发放药箱1300余
只，费用均由政府负担。“往年出海前，

船员都随便带点药上船。今年，政府
出资30万元给渔船免费配送了10大
类别30种药品的大药箱，基本能满足
船上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还可随时
得到医生远程指导用药。”石塘镇卫生
院院长潘剑锋告诉记者，签约医生进
驻渔船建立不同的联系群，每个群配
备5名家庭医生，通过微信语音和视
频即可24小时远程提供海上应急咨
询、诊疗、救治指导服务。

8月1日小开渔以来，温岭“海上
卫生院”远程处理常见病60人次，其
中当场连线解决51例、建议回港救治
9人，提供咨询类服务59条、给出健
康和安全提醒小贴士15条。“温岭市

‘海上卫生院’的建立，填补了海上健
康管理盲区，加强了医防融合。”温岭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袁为民表示，“下一
步，将建立长效渔民管理体系，实现渔
民健康管理全覆盖、渔民线上诊疗24
小时全覆盖，提升渔民健康水平。”

浙江温岭

“海上卫生院”守护渔民健康

庆丰收

9 月 19 日，一位
男士参加庆丰收趣味
运动会搬南瓜比赛。
当日，2022 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内蒙古
自治区主会场活动在
呼和浩特市开启，活
动为期两天，设有五
谷丰登展呈区、青少
儿劳动教育趣味写生
区、“全区乡村振兴庆
丰收”成果展区等 9
个区域。

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