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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信息推进药学改革，药事服务提高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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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智化改革是药学事业中的热点话题。但数智化改革存在现行监管上的政策难点和运用模式上的思想盲区。为进

一步推进药学事业数智化改革进程，提升药事服务质量。本期推出“数智药学——智慧药事管理”专栏，从“药品智慧

监管”和“数智药房建设与管理、数字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两方面深入探讨，以期在政策监管、数智化平台构建

运用、药事服务质量提升等内容上展现国内研究水平和分享成功经验，为我国药学事业的转型提供新思路、新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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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Promoting Pharmaceutical Reform, Pharmaceutical Care Improving Med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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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orm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is a hot topic in pharmacy. However, the reform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policy difficulties in the current supervision and blind spots in the application model.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ectual reform process of pharmac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This issue introduces the colum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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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Pharmacy: Intelligent Pharmacy Management”, deeply discuss from two aspects of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of drugs” and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harmacy,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clinical trials”, is supposed to show our domestic research level and shar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policy supervisio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platform, improvement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quality, provide new ideas 
and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ce;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是近几年来各

行各业推行改革的重点方向。随着中国医药改革

的深入，药学事业的发展和药师职能的扩展，传

统的以人力和脑力为主的药事工作已远远不能满

足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医院对于高质量药事服务的

要求[1]。医院药学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抓住时代

的机遇，依托于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

化技术，从过去的以药品保障为主体的调剂职能，

向为社会提供更全面、更高质量的药事服务转型。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省市为实现健康中国战

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社会，颁布了一系列相

关政策文件。2010 年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信息

化促进条例》，其中第五条明确指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要鼓励引导含卫生事业的各行各业在各自

领域推行信息化的改革，并从数字化信息的采集、

传输和储存全方位规范相关技术标准及操作流

程，保障医疗机构信息安全[2]。2018 年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推进“互联网+药学服务”，

鼓励医院电子处方的普及，要求落实保障医疗信

息安全，并大力提倡利用数字化、信息化，远程

投送大城市三甲医院中高质量药事服务，带动基

层水平，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药事服务质量差异。

同时，还鼓励探索“智慧药房”，利用人工智能

等设备来宣传合理用药相关知识，甚至管理社区

慢病患者的日常用药，提高整体医疗水平[3]。2020
年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

会议通过《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

口”的决定》，要求在城市管理中坚持数字赋能

城市治理，扎实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于食

品药品行业，方便城市大脑集中管理，要求将数

字管理可呈现化，同时要求医疗数据资源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共享，避免重复检查等医

疗资源浪费，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管理[4]。2021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中再次强调建设高质量公立医院，必须

深化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第五代

移动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

融合[5]。国家及地方政府持续发布的相关政策，为

医疗领域数智化改革的深化，药师职能的拓展和

医院药学事业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几年的探索实践，在医院药学领域可

以明显感受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人工数

智技术与药学服务的交叉渗透和深度融合，进一步

推动了药事管理和药事服务水平的高速发展[6-7]。相

较于传统的以人工为主的调剂工作，医院药房全

流程信息化的建设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调

剂差错，从而保障患者的安全用药[8]。刘健、邓小

云等[9]通过在住院药房建立全流程高度信息化的

调剂流程，发现各病区医嘱领药组车效率均＞

65%，眼科医嘱单调配时间均＜2 min。在门诊药

房，依托于信息化技术，不仅可以科学合理地优

化药品排放位置，提高调剂舒适度和准确率[10]，

还能通过构建合适的防范体系，降低调剂差错[11]。

在合理用药方面，数字化、信息化的医嘱审核，

通过预警提醒，药物相互作用匹配等智能化拦截

模块的应用，在减轻药师工作负担的同时，更能

提高医嘱审核的准确率[12-13]。通过对药物使用后

的患者检查数据的收集分析[14]，实现在真实世界

下药物使用后的安全性、有效性分析，保障患者

的合理用药。在药事服务方面，国内外医疗机构

均在积极使用信息化技术，追踪患者疾病相关数

据[15]，达到理想的远程药事服务。特别是当今疫

情形势严峻，加快开展智慧药学服务有助于在疫

情期间有效减少防疫物资损耗，预防和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提升医疗药学服务质量水平[16]。 
药师职能的拓展与转型伴随着新技术的开放

与应用。这种转型不仅需要依托于现有科学技术，

打造一批适用于现代化药学事业发展的设备，更

需要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扩大药师职能，

提升药事服务质量的思想升华。《中国现代应用

药学》设立了“数智药学——智慧药事管理”专

栏，邀请了多位行业内的著名专家学者呈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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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成果 12 篇。 
本期“数智药学——智慧药事管理”专栏分

“药品智慧监管”“数智药房建设与管理、数字

技术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两部分。 
在“药品智慧监管”部分，浙江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借鉴飞机黑匣子概念，将药品安全智慧监

管“黑匣子”应用到企业生产线，通过对药品生产

的全数字化记录，实现全流程数字监管，严格落实

地方政府对药品安全监管责任[17]；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陆静娴副主任中药师等[18]通过数字化

中药标本平台的构建，将数字化改革融入传统中

药材中，围绕药材真伪优劣，为中药专业从业人

员搭建资源共享的中药科研平台；浙江药科职业

大学丁静教授等[19]以国家大数据战略为核心，描

述浙江省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监管现状，

通过对转型和管理的重难点进行分析，借鉴国外

管理模型，提出可行的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同

共治方案运行机制。 
在“数智药房建设与管理、数字技术在临床

试验中的应用”部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闫盈盈

主管药师等[20]通过对我国 199 家医院的调查问卷

分析，全面客观地描述了我国医院智慧药房建设

现状的横断面，并对我国智慧药房建设推进提出

策略及建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陈菲

菲药师等[21]全面介绍该院通过构建数智药学大脑

系统，实现医院药事管理的数智药学管理，在减

少调剂差错，完善工作流程，提升药师服务水平

方面展现了数智药学的实践经验。与此对应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菲主管药师等[22]

利用数据与知识联合驱动，构建一个涉及药品供

应、临床药学和药事管理三方面的药学服务体系，

以期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传统药学服务模

式，为医院药学服务转型提供发展新助力。杭州

市临平区第一人民医院唐坚副主任医师等[23]，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黄冰琳主管药师等[24]，

分别利用远程多媒体技术和中心化管理的药物临

床试验药房信息化平台的构建，提升临床药物试

验中受试者知情同意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保障受

试者的用药安全，提高药物临床试验质量。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史香芬副主任药师等[25]，采用

EIQ-ABC 分类法分析门诊处方，对传统调剂模式

进行优化，实现降低差错，提升效率，提高满意

度的目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华小黎副主任药师等[26]，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钱赛楠药师等[27]，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陈成群主管药师等[28]，在各自医院通过智能设

备的引入，数字化信息分析管理和整体数字化智

慧药房的构建，在保障细胞毒药品的配置管理，

强化手术药房麻醉药品的管理和智慧药房提升药

事服务水平质量等方面提供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 
本期专栏文章内容丰富、创新性强、实用性

高，将为我国数智药学的运用模式及方法提供新

思路，为我国药学事业的转型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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