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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j&的多维度用药咨询体系的建立
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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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该院基于(互联网j)的多维度用药咨询体系的优缺点和需要完善的问题# 方法!统计 "#"#年 ;月至 "#";年
D月该院 @种用药咨询模式的相关数据"分析各自的特点"评价其内在联系和存在的问题# 结果!传统模式咨询人次为 D""人次"
患者咨询仅占 "@BA<e%;Fa人次&"以中老年患者居多"医护人员咨询占 ADB";e%FAF人次&$患者咨询问题共 ;<@例次"主要为服
药时间%aG例次"占 FFB#Fe&’注意事项%FA例次"占 "FB@Ge&和不良反应%GG例次"占 "aBG#e&$医师咨询问题共 @<"例次"主要
为药物相互作用%aF 例次"占 ";BF@e&’药动学%a@ 例次"占 ";B;Ae&$护士咨询问题共 a" 例次"主要为不良反应%FD 例"占
GDB;#e&# 微信群模式"患者咨询人次为 F ;"@人次"主要涉及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用药%; "<G人次"占 @;BF;e&’妊娠期患者药物
选择%; #"@人次"占 "FBa;e&和中成药选择%aAG人次"占 ";B""e&# 微信公众号模式"患者咨询 @ "A@人次"主要涉及不良反应
%D;@人次"占 ;aBA@e&’注意事项%D#a人次"占 ;aBGae&和用法’用量%D##人次"占 ;aB@@e&# 上述 @种用药咨询模式在服务人
群’服务的时间和空间上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完整的用药咨询体系# 结论!基于(互联网j)的多维度用药咨询体系的建
立是对用药咨询工作的一次创新"可极大地适应当前药学服务发展的要求"但仍不成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互联网j)$ 用药咨询$ 药学服务$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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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要求医院药师从+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变"医
院药学服务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的服务模
式不断被应用’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印发0关
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药的意见1 #国卫医发
2"#"#3"号$"要求发展居家社区药学服务"积极开展用药咨
询*合理用药科普等服务"这是新形势下对药学人员转变药学
服务模式的要求’ 合理用药咨询模式应用于临床药事管理
中"能够规范药物使用情况"提高药物使用安全性"提升患者认
可满意度(;) ’ 传统的用药咨询模式不能满足居家患者的合理
用药需求"亟需开拓新的模式’ 我院药师通过+互联网j,拓展
药学服务的时间和空间"建立了多维度用药咨询体系"为患者
和医护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用药咨询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现报告如下"以期为各级医院开展相关工作提供经验和思路’

KL资料与方法
KMKL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年 ; 月至 "#"; 年 D 月我院药师通过传
统窗口咨询*微信工作群以及微信公众号 @ 种不同模式的用
药咨询数据’

KMNL方法
对 @种用药咨询模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自

的优势"评价用药咨询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存在的问题’ #;$传
统用药咨询模式%药师在日常工作中"通过用药咨询窗口坐
诊*外出义诊*病区查房及办公电话咨询等形式"对患者或医
务人员开展合理用药咨询’ 统计相关数据"分析咨询者及问
题类型的构成"总结该模式的特点’ #"$微信工作群模式%临
床药师加入家庭医师微信工作群"与家庭医师共筑社区居民
健康守护防线"通过微信群开展患者用药咨询服务’ 统计该
模式的相关数据"分析其特点’ #@$微信公众号平台模式%药
师通过药学部微信公众号平台用药咨询模块"在线开展患者
用药咨询服务"指导合理用药&同时"模块中嵌入了患者满意
度调查表’ 统计该模块运行 ;a 个月的相关数据"分析其
特点’

NL结果
NMKL传统用药咨询模式

"#"#年 ;月至 "#";年 D月"我院传统用药咨询模式咨询
人次为 D""人次"其中医师咨询 @<" 人次"护士咨询 a" 人次"
患者咨询 ;Fa人次"见表 ;’

表 KLN\N\年 K月至 N\NK年 R月我院传统用药咨询情况统计
E;4KL!);)’()’*(-,*-#(/<);)’-#-#)%;5’)’-#;<3$5’*’#$’#-/%7-(A’);<,%-3f;#hN\N\ )- f/#hN\NK

咨询人类别 咨询人次数 构成比Ke 咨询问题K例次 问题类型#例次数"构成比Ke$
医师 @<" D@B#" @<" 药品溶剂#D@例次";DB#Ae$*相互作用#aF例次"";BF@e$*不良反应#D;例次";GBGDe$*用药疗程#DA例次";AB#<e$*药动学

#a@例次"";B;Ae$和其他#@F例次"aBDAe$

护士 a" ;@B;a a" 药品溶剂#;D例次";<BG;e$*不良反应#FD例次"GDB;#e$*配伍禁忌#<例次";#B<ae$*药品储存#a例次"<BADe$和其他#@例次"@BDDe$
患者 ;Fa "@BA< ;<@ 服药时间#aG例次"FFB#Fe$*注意事项#FA例次""FB@Ge$*不良反应#GG例次""aBG#e$和其他#D例次"@B;;e$
合计 D"" ;##B##

NMNL微信工作群模式
截至 "#";年 D月"我院临床药师共加入家庭医师微信工

作群 Fa个"服务社区居民 " G;@ 人次"完成用药咨询 F ;"@ 人
次’ "#"#年 ;月至 "#";年 D月我院家庭医师微信工作群用药
咨询问题统计见表 "’

表 NLN\N\年 K月至 N\NK年 R月我院家庭医师微信工作
群用药咨询问题统计

E;4NL!);)’()’*(-,3$5’*;)’-#*-#(/<);)’-#-#,;3’<"
*<’#’*’;#(, I$27;)&%-/A’#-/%7-(A’);<,%-3f;#h

N\N\ )- f/#hN\NK
问题类型 咨询人次数 构成比Ke
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用药 ; "<G @;BF;
妊娠期妇女药物选择 ; #"@ "FBa;
中成药选择 aAG ";B""
联合用药 @<a <BDG
慢病相关 ""D GBFa
妇科用药 ;a< FBGa
其他 ;;A "BaF
合计 F ;"@ ;##B##

NMOL微信公众号模式
微信公众号模式启用 ;a个月"总关注人数达 A DG< 人次"

持续关注人数 G <#A 人#其中男性 " "G<人"占 @aB"Fe&女性

@ DFa人"占 D;BADe$&咨询人数为 ; DAF人"共咨询 @ "A@人次
#同一人 ;日算 ;次$&患者满意度为 <"B@Ae’ "#"#年 ;月至
"#";年 D月我院微信公众号模式患者咨询统计见表 @&患者咨
询问题种类分布见表 F’
NMPLO种用药咨询模式比较

@种用药咨询服务模式构成了我院的用药咨询服务体系"
三者之间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服务于不同的人
群"存在各自的特点"见表 G-D’

OL讨论
广义的用药咨询指药师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和工具向医务

人员*患者*患者家属以及公众提供药物信息"宣传合理用药知
识"交流用药相关问题的过程"包括针对患者*医务人员以及药
学同行之间的用药咨询(;) ’ 狭义的用药咨询通常指针对患者
的用药咨询"即药师与患者及家属直接交流"解答其用药疑问"

介绍安全用药相关知识和疾病知识"使患者及其家属接受正确
的用药知识"纠正错误用药观念和改善用药依从性(") ’
OMKL传统咨询模式满足医院内用药咨询需求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二*三级医院中"用药咨询整体开展较
好"是我国开展较广泛的药学服务项目"也是保障患者用药安
全的主要途径(@) ’ 目前大部分医院都停留在传统的用药咨询
模式上"即药师通过药房的用药咨询窗口*临床药师查房*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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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OLN\N\年 K月至 N\NK年 R月我院微信公众号模式患者咨询统计
E;4OL!);)’()’*(-,A;)’$#)*-#(/<);)’-#-#I$*7;)A<;),-%3’#-/%7-(A’);<,%-3f;#hN\N\ )- f/#hN\NK

性别 年龄K岁 咨询人次数 咨询问题类型#人次$ 涉及疾病#人次$
男性 ;a pF# "F@ 药品保存#"F人次$*相互作用#@A人次$*不良反应#;G人次$*服药时间#F@人

次$*用法与用量#aA人次$*注意事项#@"人次$和其他#G人次$
泌尿系统疾病#G;人次$*生殖系统疾病#FF人次$*肝病#FD人次$*

呼吸系统疾病#DA人次$和上呼吸道感染#@G人次$
kF# pD# Aa; 相互作用#;F@人次$*不良反应#D<人次$*用法与用量#;@a人次$*用药方案

#@"人次$*中成药#;<A人次$*注意事项#;;D人次$*药品供应#Aa人次$和
其他#a人次$

肾脏疾病#aA人次$*高血压#"@F人次$*糖尿病#;a<人次$*肿瘤
#"@人次$*呼吸系统疾病#;FA人次$*前列腺相关疾病#<A人次$和

其他#F人次$
kD# ;@@ 服药时间#;"人次$*相互作用#;D人次$*用法与用量#<人次$*药品供应

#"@人次$*中成药#"a人次$*保健品#F;人次$和其他#F人次$
高血压#FA人次$*糖尿病#@a人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D人次$和

肿瘤#;"人次$

女性 ;a pF# ; #"; 不良反应#"G;人次$*注意事项#"D<人次$*服药时间#;a@人次$*用法与用
量#";A人次$*药品保存#<@人次$和其他#a人次$

儿童疾病#@<D人次$*妊娠期疾病#;";人次$*哺乳期疾病#<@人次$*
妇科疾病#;@D人次$*皮肤病#Da人次$*上呼吸道感染#;#A人次$*

甲状腺疾病#GF人次$和鼻炎#FD人次$
kF# pD# a@A 不良反应#"Aa人次$*注意事项#;<;人次$*相互作用#";@人次$*用法与

用量#;F<人次$和其他#D人次$
更年期疾病#;"<人次$*高血压#;@D人次$*高脂血症#;F@人次$*糖尿
病#;GF人次$*肿瘤#FG人次$*贫血#G<人次$和儿童疾病#;A;人次$

kD# "Ga 服药时间#GF人次$*相互作用#"a人次$*饮食相关#FF人次$*中成药
#F<人次$*保健品#A"人次$和其他#;;人次$

高血压#<A人次$*糖尿病#aD人次$*高脂血症#G"人次$和失眠
#"@人次$

合计 @ "A@

表 PLN\N\年 K月至 N\NK年 R月我院微信公众号模式患者
咨询问题种类分布

E;4PL2<;((’,’*;)’-#-,*-#(/<);)’-#-#I$*7;)A<;),-%3
’#-/%7-(A’);<,%-3f;#hN\N\ )- f/#hN\NK

问题类别 人次数 占总人次数
的比例Ke 问题类别 人次数 占总人次数

的比例Ke
不良反应 D;@ ;aBA@ 药品保存 ;;A @BGA
注意事项 D#a ;aBGa 保健品相关 ;;@ @BFG
用法与用量 D## ;aB@@ 药品供应 ;#; @B#<
相互作用 F@A ;@B@G 饮食相关 FF ;B@F
服药时间 "<" aB<" 用药方案 @" #B<a
中成药相关 "AF aB@A 其他 F" ;B"a

以及办公电话等形式"对患者*患者家属及医护人员开展用药
咨询’ 该模式是面向患者*医护人员等所有社会人群"解答与
药物相关的问题*普及用药常识和指导合理用药最直接的药学
服务形式"主要满足医院内发生的用药咨询需求(F) ’ 由表 ;
可见"传统用药咨询模式可以兼顾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用药咨询
需求"但患者咨询所占比例较小"大部分是医护人员通过办公
电话等形式进行咨询"尤其以医师咨询为多’ 这与当前的医疗
环境变化有关"也体现出临床医护人员对于合理用药重视程度
的提高"以及药师在医院中地位的悄然变化’ 医师对于以前容
易忽视的注射用药溶剂选择*用药疗程"尤其是药品的相互作
用和药动学知识"更加需要药学人员的专业服务’ 护士对于患
!!!!表 QLO种用药咨询模式的服务情况统计

E;4QL!);)’()’*(-,)7%$$3-5$<(-,3$5’*;)’-#*-#(/<);)’-#
模式 咨询人次数 咨询问题K例次 咨询人类别 咨询对象 主要问题类型
传统模式 D"" DDA 以医院内医师*护士和患者为主 以中老年为主 药品的使用*保管*相互作用和注意事项
微信群模式 F ;"@ F ;"@ 以居家用药的患者及其家属为主 以中青年为主 儿童*哺乳期妇女及老年人常见疾病用药
公众号模式 @ "A@ @ "A@ 以居家用药的患者及其家属为主 以中青年为主 药品配伍*泌尿生殖系统用药和慢病用药

表 RLO种用药咨询模式的优缺点对比
E;4RLC5@;#);&$(;#55’(;5@;#);&$(-,)7%$$3-5$<(-,5%/& *-#(/<);)’-#

模式 优点 缺点 对药师的要求
传统模式 与患者面对面交流"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易于接受"咨询

的问题相对简单"医护人员咨询方便
受众面较窄"患者咨询不太方便"一般咨询时

间较短&患者回查不方便
药学知识面广"熟悉药品的基本知识"能快速查询相关资料"有

较强的沟通技巧

微信群模式 方便"中青年患者较易接受"可代家属咨询"有家庭医师
团队共同参与"回复较为全面"适用于患者临时咨询

需求&可以作为传统模式的重要补充

患者需会手机微信操作"不方便涉及患者隐私
问题的咨询&患者可回查"但不太方便

对于常见疾病尤其是儿童和老年人常用药品有较深的认识"能
准确判断药品不良反应"能在短时间内查找到相关资料或寻求

专业帮助&要注意法律风险防控
微信公众号
!模式

方便"中青年患者较易接受"可代家属咨询"药师回复时
间充裕"便于团队协作&患者可提供图片等资料"隐私
性较强&患者回查方便&适于上述 "种模式的重要补充

老年人操作性不方便"可能会涉及许多与用药
咨询不相关的问题

要有责任心"随时回复&有较强的患者隐私保护意识"对于特殊
人群尤其是妇科*产科*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和老年人慢性疾病用
药有较深的认识或能快速查找到相关资料"熟悉简单的检验检

查结果判断标准和意义&要注意法律风险防控

者可能出现的药品不良反应需要得到药师的专业指导"而注射
用药的溶剂也是护士较为关注的问题’ 当前"医护人员非常希
望药师能提供合理用药建议"临床用药环节需要药师的参与"
药师积极加入治疗团队"协助制定最适合的用药方案"有助于
提高用药合理性"降低用药相关不良反应及治疗费用(G) ’

传统用药咨询模式"年龄较大*女性和文化程度较高患者"

心脑血管疾病药物及用法与用量等问题咨询较多"且因年龄*
性别及文化程度的差异"导致用药咨询需求存在差异"应根据
不同情况给予针对性干预(D) ’ 患者于窗口取药后"仍习惯性
回到医师处咨询药品的使用"而在窗口只是咨询服药时间*饮
食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可能的药品不良反应等问题"这种模式
属于药师被动咨询模式"大部分患者并未认识到药师在合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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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方面的作用(A) ’ 因此"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患者用
药科学性"提高患者合理用药意识"减少不合理用药的发生"提
升药物疗效"优化药房服务评价(a) ’ 但是"仍具有较大的局限
性’ 首先"患者在窗口咨询时"受专业知识的不对等限制"患者
及家属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药师的指导"居家用药时容易
忘记&其次"患者居家用药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无法立即得
到药师专业的用药指导&第三"该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
性很大’ 因此"有学者指出"要建立+立体化药学服务,模式"
采用新的方法*渠道和技术"改进药师的日常工作’ 总之"传统
用药咨询模式对于患者合理用药的帮助有限"更多的是服务于
医护人员诊疗过程中的合理用药需求’
OMNL’互联网g(用药咨询模式满足居家用药咨询的需求

+互联网j,用药咨询模式包括微信群和微信公众号平台 "
种模式"是对传统线下咨询模式的有效创新和补充"具有方便
快捷*个性化明显*时效性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及便于
查看等优点"还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与药师进行即时沟通"具
有较强的直观性*实用性和完整性特点(<) ’
@B"B;!微信群模式%药师加入家庭医师微信群"与家庭医师共
建服务团队"在微信群中实现医药护联合"各司其职"给患者提
供无缝对接的即时医疗服务’ 该方式针对性强"可随时开展用
药咨询等药学服务"容易被患者接受’ 家庭医师和药师可依据
患者提出的问题"相互协作"给予专业的回复’ 该模式区域性
强"仅针对签约家庭医师的患者提供相应服务"且依赖于健全
的社区健康管理体系’ 由于我院社区健康管理体系完善"下属
F#家院办院管的社区健康管理中心"上下转诊渠道通畅"家庭
医师签约率高’ 因此"微信群用药咨询服务模式易被家庭医师
和患者接受"医药护协作程度高’ 由表 " 可见"由于该模式在
相对开放的环境中进行"不便于患者隐私保护"参与者以中青
年较多"因此"所涉及的问题一般为生活中常见的用药问题"如
儿童*妊娠期妇女用药和中成药相关问题’ 该模式下患者文化
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均是患者和#或$家属咨询"问
题精准"要求药师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能快速回复患者’ 但
药师易于取得患者及家属的信任"便于开展工作’ 缺点是对药
师的专业水平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患者咨询的时间不固定"
所咨询的问题往往涉及面较广"常常超出了药师所掌握的专业
知识范畴"药师需要查询资料方能给予正确的回复’ 同时"要
求药师与医师配合良好"互相补充’
@B"B"!微信公众号模式%随着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智能终端
在各领域全面普及"以+互联网j,人工智能的现代技术发展已
经融入并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医师或药师可通过互联
网平台对患者提供药品推荐*药学服务和健康科普教育等用药
咨询服务(;#3;;) ’ 我院药学部微信公众平台用药咨询模块上线
;a个月的数据显示"患者尝试意愿较强"但个人基本资料尤其
是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提供较少"显示出公众对该虚拟平台模
式仍存在戒备心理"也显示出公众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增
强"提示管理者和药师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

由表 @可见"在关注并咨询的患者中"女性比男性多"一方
面"体现出女性对健康的关注度较男性高&另一方面"女性除咨

询自身用药问题外"还会咨询儿童和部分老人的用药问题’ 从
年龄分布看"kF#pD# 岁男性关注较多"该年龄段正是事业的
黄金时期"同时慢性疾病也开始出现"患者非常关注健康相关
问题&;apF# 岁女性关注较多"主要咨询妇女及儿童相关用药
问题"与该年龄段家庭职责分工有关’ 总体而言"中青年易接
受和使用该模式"而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和线上操作等因素影
响"较少主动咨询用药问题"多由其家属代为咨询’

患者咨询问题类型和涉及疾病方面"各年龄段患者有细微
差别’ 其中"药品的用法与用量*相互作用*不良反应*服药时
间和注意事项是各年龄段患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
增长"各种问题所占比例也发生变化’ 尤其是中老年男性和老
年女性患者"中成药和保健品的使用增多"对专业帮助的需求
也逐渐增多’ 男性咨询自身相关疾病较多"而青壮年女性咨询
问题包括自身和儿童相关问题"中年女性主要咨询自身和家人
的用药问题’ 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等慢性疾病合理用药
问题的咨询比例较高’ 提示药学服务与慢病管理的紧密结合
将是线上药学服务的重要内容"医疗机构可在实践中探讨线上
慢病管理的药学服务模式’ 同时"从咨询问题类别看"妊娠期
妇女和儿童也是合理用药关注度较高的人群’ 中成药有关的
用药问题咨询较多"与当地人群使用中药较多有关’

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用药咨询模式"具有患者易于接
受*咨询过程便捷*咨询结果可长期保存*药师回复时有充足时
间查阅资料*患者隐私易于保护和患者认可度高等优点(;") ’
缺点是患者咨询的问题多样化"部分可能涉及非药学专业内
容"药师回复存在一定的法律和伦理风险"需谨慎或求证后再
回复’

患者满意度是患者对药师咨询服务效果的反映’ 微信公
众号平台统计结果显示"大部分咨询的患者对药师的工作十分
满意"而不满意的情况主要涉及非药学专业问题的回复’ 这也
表明药师在回复相关问题时"要注意保持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以得到患者的理解和支持’

总之"通过以上实践"家庭医师微信群模式可有效实现医*
药*患互动"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患者"可作为药学人员常规便捷
的药学服务模式’ 微信公众号平台模式尚需不断完善服务流
程"加强宣传推广"提高患者认可度’ 同时"可通过增加合理用
药科普宣传*增加服务功能等方式提高患者关注度’ +互联
网j,背景为药师用药咨询服务创新模式提供了有效平台"方
便更多人员随时随地进行用药咨询服务"但是作为虚拟平台"
易受到较多因素影响"存在较多安全风险’ 未来需要从法律层
面对+互联网j,背景下的用药咨询服务进行约束"提高用药咨
询的规范化与合理性(;@) ’ +互联网j,用药咨询实现了药学服
务的个体化和契约化"多元化地满足了患者的需求"促进了
+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转型"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解决
医疗信息不对称问题"为药师创造了提升临床实践技能的真实
场景(;F) ’
OMOLO种模式相辅相成&相互补充

由表 G-D可见"@ 种模式各具特点"服务于不同的人群"
所面对的咨询人员也不相同"对药师的要求也稍有不同’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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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药师与患者面对面"解决患者关心的用药问题"易于取
得患者的支持和信任"患者满意度较高’ 在该模式下"药师推
荐患者关注公众号"是对患者居家用药过程中用药咨询需求的
有效补充’ 由于部分患者已加入了家庭医师微信群"也会同时
关注微信公众号"对于不同的用药问题可在不同的环境中获得
药师的帮助’ 因此"患者可以根据需求在 @ 种模式间自由选
择"既保障了在院期间的用药咨询需求"也保障了居家用药期
间的用药咨询需求’ @种模式相辅相成"在咨询时间和空间上
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院用药咨询服务体系(;G) ’
OMPL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前期的用药咨询服务实践中"药师工作的同质化*药师服
务的及时性以及重点患者居家用药咨询的满足"是当前用药咨
询服务体系的主要问题’ 药师工作的同质化与药师自身业务
水平参差不齐有关"可以通过加强咨询药师团队的专业培训"

并制定规范的咨询流程"不断提高用药咨询的同质化&药师平
时工作繁忙"不能及时回复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对 " 种基于
+互联网j,的用药咨询模式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D3;A) ’

可通过提高药师的主观能动性"合理安排药师在不同模式用药
咨询的值守时间"并将该工作量化并纳入药师绩效考核"提高
药师服务的及时性&对于部分重点患者尤其是行动不便或卧病
在床的患者"可拓展药学服务范围和内容"通过签约家庭药师"

开展药师家庭访视"达到精准服务"满足该类患者的药学服务
需求’

用药咨询服务体系的基石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药师工作
的支持和信任’ 药师需要不断加强自身能力的培养"如专业能
力*沟通能力*临床思维和药学情报的收集与掌握等(;a) ’ 咨询
药师专科化*团队化"是未来用药咨询服务发展的新方向’

我院目前所有用药咨询服务都是免费的"也没有设立专门
岗位从事该项工作"没有相应的激励政策"药师工作价值无法
得到体现"因此该类用药咨询服务的可持续性较差’ 建议管理
部门出台相应的政策"将药学服务的收费纳入国家收费目录"

调整药学人员的绩效管理模式"以推动药学学科的健康发
展(;<) ’ 同时"如何建立用药咨询的质量控制体系和效果评价
体系"有效评价药师的服务质量以及提高患者合理用药水平"

是发展药学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互联网j,药学服务
的同质化和标准化仍是需要探索的课题’

PL结论
用药咨询作为医院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药师从药

品供应保障向临床服务转型的重要起点与标志"其服务模式也
随着药学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 尤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快速发展"将+互联网j,的概念与药师用药咨询服务相结合"

是一种创新模式"且符合新时代药学服务发展需求’ 这种创新
服务模式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提高了患者用药依从性"

减少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促进了患者合理用药&可为相关疾
病合理用药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大量真实世界数据"对于促进
我国医疗制度改革*推动医保制度的完善和促进慢病管理具有
重要的意义&但在服务机制*法律约束性和资格准入等方面还

需要不断完善’ 传统用药咨询仍是所有用药咨询模式的基石’
@种模式相辅相成"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组成完整的多维度
用药咨询模式体系"极大拓展了用药咨询的时间和空间"完善
了药学服务内容"有利于推动医院药学健康发展’ 咨询药师需
不断加强自身专业知识和责任心的培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
认可度&管理部门也应适应时代的发展"规范+互联网j,用药
咨询服务模式的监管和培育"提高药师的工作积极性"共同推
动新形势下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及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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