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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促使现代医药学事业呈现出更先进化的发展趋势。目前药品具有更复杂的应用种类，比如在药品的成份、规
格、使用说明、药效等方面革新速度加快，所以药品具有更大的覆盖信息量范围。这种情况下，药学实践中用药人员应该掌握住更丰富的药学信息，
才可以更合理、正确的运用于药学实践中。本文阐述医院药学信息服务及其应用于药学实践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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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在医学研究领域上获得不断的突破，逐渐的更新传统

的医院服务理念、管理经营模式。其中，在医院药学实践以及服务
理念上，当前重点的工作内容就是带给患者良好的药学信息服务
[1-2]。随着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很多的专家学者提出新型理念，做出
重要的新药学服务指导方法，常见的就是“全程化药学服务 ”、“立
体化药学服务”等[3]，都对于实现医院药学信息服务更高质量的应
用于药学实践中做出有效的指导。 

一、医院药学信息服务的优势分析 
首先，速度较快。医院药学信息服务对临床是直接服务的，通

常由医护人员进行电话咨询用药问题，进而及时的将相应问题进行
处理，由此实现更迅速的下一环节临床决策。同时患者可以于药物
咨询窗口提出相关的用药问题，希望及时的得到答疑解难。因此，
具有较快的应用效率。 

其次，实用性较强。对于医院药学信息服务而言，其面对的咨
询问题往往为具体的、细节的，即可以具体到某个用药细节，无需
非常系统化、完整化的回答，只需要确保实用度，可以把临床实际
的用药问题进行处理即可[4]。比如临床医生咨询药师问题“能否可
以混合配伍某两种注射剂”。药师进行资料的查阅之后，建议医生
“应该单独的输注不可混合运用，否则配伍后具有不良的药物相互
作用降低药效”。此种形式的回答，已经能够良好的满足临床实际
需要，多以无需系统阐述附加性的内容，比如产生相互作用的机制、
其他不能同两种注射剂配伍的药物等。 

最后，综合检索。医院药学信息咨询中，有诸多的内容，同时
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可涉及到很多领域，包括医学、药学以及生物、
化学等等，所以具有宽广的覆盖面。因此，应该展开综合检索多种
文献。比如新药临床试验的情况、疫苗或血液、生物制品的供应和
使用、注射剂包材、辅料的安全等问题，想要在药学软件以及临床
指南中，通常不能将答案直接寻找[5-6]。而通过采取药师需检索文献
数据库，找到各种综述以及理论性研究、临床观察等，也能找到生
产厂家等内容，再通过已有资料展开分析，之后总结建议。 

二、应用医院药学信息服务的积极影响 
第一，可以积极的推动药师的工作转型。传统药师不用跟医护

人员和患者交流，直接正确地提供临床药学实践中医生所需药品就
可以，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药师在临床药学实践工作中的积极性降
低，不能了解怎样跟临床药学实践中医生做出有效的沟通，削弱临
床用药实践中药师的工作价值。但是实践医院药学信息服务以后，
药师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解答医护人员的问题，会相应的丰富药师
药物知识，将临床药学实践服务质量水平增强。第二，利于医药沟
通，同时防止患者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在落实医院药学信息服务工
作以后，患者于 POS 机上刷卡以后可以直接的显示出药品名称、处
方中药品总价格等，方便其选择是不是要运用本处方药物。另外取
药以后，药房将上传的药品信息显示，工作人员及时的更新信息内
容，了解患者资料，点击“摆药”并且将药物清单打印出来，依据
清单摆药，实现“四查十对”的效果，再将药品进行发放[7]。药房
系统中的医药平台，处方信息内容较多，即药物名称以及应用剂量、
注意事项、患者临床资料等，促使药剂师将药品应用方法做好核对，
评价用药准确度，如有异常，尽快的经平台同主管医生做交流，进
行修改，避免产生用药错误的现象。 

三、医院药学信息服务在药学实践中的准确应用策略 
（一）医院药学信息服务体系的基本思路框架 
在药品名称检索问题上，由于我国属于仿制药大国，所以具有

繁杂的药物品种以及应用量，问题弊端是较多的。常见的就是同一
通用名所对应下的商品种类不一，也有一药多名情况，增加药品名
称检索的难度。因此，检索药品名称的过程中，可以将该药品商品
名与通用名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检索、查阅，应用频率较高的地址
包括《MIMS 中国药品手册》、《当代药品商品名与别名辞典》、《新
编药物学》、《临床用药须知》等。如果需要将标准化的药品名称检
索，查询的地址可以是国家药物委员会所编制《药名词汇》文献著
作等，查询药物概况，包括《中国医师药师临床用药指南》、《新编
药物学》、《临床用药须知》等，另外，在 MICＲOMEDEX 数据库
中的“drug summary”，能够将药物概况的详尽内容进行了解[8-9]，涉
及到药物通用名称、适应证、用法用量、药理机制、禁忌症、不良
反应症状等等。在工作模式中，可以按照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临
床提出咨询问题；其次，通过医院临床药师做好相应的记录明确重
点问题，考虑到实际的情况，采取已有资源信息，运用享有的技术
手段，落实综合检索；接下来，将检索的结果进行归纳、总计，进
行讨论会议的方式，把问题的结论确定；再次，进行临床表达；最
后，将内容做好记录，并展开编号、归档等。 

（二）提高专业水平 
药学信息服务工作，将药剂师服务态度进行积极的改善和提

升，药学信息服务属于临床实践部门的基础，是将医院的服务质量
提升的关键。药师应该不断的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掌握各种药的成
分以及使用方法、药效等，避免出现药名与药效混淆的情况。另外，
医生要对患者病情正确用药，准确掌握用药的症状等。所以，需要
医生提高专业水平。 

结语： 
医疗药学属于密切的关联于医院临床实践的诸多工作。我国已

经逐步的实现医院药房服务向信息管理方向迈进的趋势，基于我国
医疗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大环境下，以及医药分离的形势，使得医
院药房的工作更加科学性以及人性化。通过分析医院药房信息服
务，和其应用于药学实践中的相关情况，有助于更好的加强正确实
践，促使中国医疗行业稳定可持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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