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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新形势下临床药学发展经费问题

李 军 张 鉴

�山东省立医院药剂科

文,

�丽娟

济南 � � � � � � �

临床药学 自�� 年代初在我国兴起
,

已形

成较大规模
,

在临床合理用药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

十余年的实践证明
,

临床药学工作

不但对提高医疗质量
,

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
,

而且对减少 医药费用也具有

较大的经济意义
�
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新形势下
,

临床药学作为新生事物
,

也不

可避免地面临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考验
。

众所

周知
,

临床药学的建设与发展
,

需要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
,

培养人材
、

购置书藉和实验仪器设

备等
,

又需要较多的资金
。

在国力尚不充裕的

今天
,

单 靠上级行政拨款解决
,

显然与国情
、

形势不相适应
。

因此
,

如何挖掘药剂科和临床

药学部门 自身潜力
,

来弥补发展经费不足
,

已

成为新时期发展和建设临床药学的新任务
。

我们认为解决临床药学发展经费问题有

两点值得关注
。

一是做为临床药学工作者
,

在

新形 势下应以强烈的事业 心
,

根据现有条件

努力做好各项业务工作
,

用成绩和事实说明

临床药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使更多的人了

解和认识其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

二是在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
,

注意提高经济

效益
,

发掘药剂科内和临床药学 自身潜力筹

集资金
,

使临床药学发展走上 良性循环之路
。

在 目前形势下
,

临床药学工作者可 以通

过 自身努力
,

从以下几方面筹集资金
,

用于临

床药学的建设和发展
�

一
、

治疗药物监测 �� � � � � � � 工作

在省级甚 至地市级医院中已基本普遍开展
,

对该项业务收费并提成 留用的可行性勿容置

疑
。

二
、

研制新制剂
、

新剂型 对临床用药情

况熟悉是临床药学工作者的优势
。

可以根据

临床需要
,

研制新制剂
、

新剂型
,

并将疗效确

切的制剂转让给药品生产企业
,

以取得一定

的经济效益
。

大量工作实践证明
,

临床药学工

作者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

近年来
,

国内一

些医院 已研制出许多新制剂和新剂 型
,

并成

功地转化为生产力
,

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

如新剂型甲硝哇粘附片
、

多相脂质体 � �  
一

系

列制剂
、

东蓑若碱控释膜等
,

新制剂如无痛庆

大霉素注射液
、

苯妥英钠混悬剂等
,

另外尚有

结合中医临床研制的双黄连注射液
、

参附青

注射液
、

苦参注射液等
,

均 已获得卫生部新药

证书
,

并由药厂投入生产
。

三
、

新药扩大临床应 用研究 配 合药 厂

及临床
,

研究上市新药的相互作用及患者 的

药物代谢动力学
,

以求新药的合理应用
。

做好

该项工作既可提高临床药学工作者的业务素

质
,

又可获取一定的经费补偿
。

许多药物的人体药动学参数在种族
、

年

龄
、

性别
、

遗传及 特殊病种 间均 有一定 的变

异
。

尤其是上市新药的生物利用度
、

药动学参

数及药品质量等方面
,

存在着许多有待 于研

究的课题
,

这些均可作为科研立项 申请经费
。

此类经费用于临床药学的基本建设不失为一

种有效方法
。

四
、

开展药物咨询有偿服务

�一 �较大规模的临床药学 室
,

可建立 区

域性药学情报中心
,

利用微机等现代化手段
,



� � �

为单位和个人提供全方 位药学信息有偿服

务
,

这将成为医院药学发展的新课题
。

�二 �在医院门诊药房和住院药房设立药

物咨询服务台
,

由具有相当经验 的临床药学

人员为患者提供有偿服务
。

设置这一岗位
,

将

扩展临床药学的业务范围
,

增进其社会效益
,

也可加速临床药学人 员自身素质的提高
,

即

使是无偿提供 咨询服务
,

也可间接为医院创

造经济效益
,

扩大临床药学的影响
,

有益于 自

身发展
。

五
、

积极开发计算机软件 目前电子计

算机几乎渗透到 医院药学 的各个方面
,

极大

地促进了医院药学的发展
。

临床药学室是较

早利用计算机的部 门
,

可利用人材相对集中

的优势
,

开发各种临床药学及其他 医院药学

软件以增加收入
。

现阶段许多药学软件有待

于开发或完善
,

包括
�

药物咨询
、

药动学计算
、

药学情报管理及药品管理
、

经济管理等
。

在借

鉴先进经验的同时
,

编制出具有特色的各类

软件
,

可通过转让取得经济收益
,

支持临床药

学发展
。

计算机和药学技术结合日新月异
,

开

发和完善各类应 用软件是一项长期任务
,

临

床药学工作者在这一领域一定会大有作为
。

六
、

药剂科本身的支持 医院药剂科作

为药品流通和制剂生产的主管部门
,

是医院

药学实践杂志 � � �  年第 �� 卷第 � 期

的主要创收者
。

作为管理者
,

为了壮大医院药

学
,

为患者提供更优 良的药学服务 �� ��� �
� �

� � � � �� � � � � � � �
,

对于象临床药学这样 以社会

效益为主的科室
,

在加强业务管理的同时
,

应

充分调动临床药学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

给予

比较宽松的工作和发展环境以及必要的经济

支持
。

国内黑龙江
、

湖北
、

上海
、

湖南
、

江苏
、

解

放军等一些大医院
,

根据各自特点
,

发挥 临床

药学 自身优势
,

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
,

利用

各种途径
,

为临床药学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 的

经济条件
。

湖南医大二院
,

通过开发新制剂
、

新剂型
,

走出实验室与院内外有关单位协作
,

转让了十余项技术成果
,

经济收入达数十万

元
�
计算机软件开发创收近万元

,

为该院临床

药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

上海静安

区中心医院在 � � � 工作中
,

采用技术有偿

服务
、

建立服务部
、

申请科研基金等方法
,

筹

集资金购置仪器设备
,

使该院临床药学室总

资产达 � �� 万元之多

大量事实证明
,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

采取

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
,

积极筹集经费
,

以实现

服务
一

收益 良性循环为目标
,

以争取更大社会

效益为 目的
,

是临床药学发展和建设 的一条

光明之路
。

非处方药品现状和对我国药品管理的探讨

牛筛龙 何志高
‘

祝汇江
‘

�江苏省武警总队医院药局 扬 州 � � � � � ��

药品从处方的角度来看
,

可分为处方药

品 �� � �  � � �� � �� � � � � � �和非 处方药 品 �
� � �  �

�� �
一� � � � � � �

,

简 称 � � � 或
� � � � � � � � � �� � �� �

�� � � �
。

处方药品是指必须在医师指导下
,

凭

,

第二军 医大学药学院

医师处方才能出售或供应给患者的药品
,

此

类药品任何人不得以零售或相当于零售的方

式供应
。

非处方药品是指无需 医师处方即可

出售或供应给患者的药 品
,

只要患者按照标

签的规定就能安全使用的药品均属非处方药

品
。

这类药 品 除 在 公共 药房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