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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是医改后药师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很多政策都鼓励医疗机构开展此项服务，但

是关于如何实施该项服务尚无统一的指导规范。为推动和规范北京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北

京药师协会社区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组织来自北京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学专家，通过专家焦点访谈的方

式，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对本地区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的实施细则进行讨论，形成《北京地区

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实施专家共识》初稿。经过 2 轮德尔菲专家函询后，最终形成的共识分别从

管理工作组组织架构与工作职责、设施设备、药学工作人员资质要求、服务对象、工作内容、质量评价体系构建、工

作宣传引导与风险防控、专业技术支撑体系构建这 8 个方面对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实施所需具备的条件及内容给予

说明，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此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专家共识；药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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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services（MTMs）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pharmacist services after the 

medical reform. Currently, many policies encourage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his service, but there is no unified 

guidance standard on how to imple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standard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tpatient MTMs in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the Community Pharmacy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Beijing 

Pharmacists Association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ave organized pharmaceutical experts from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to discuss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of MTMs in local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through expert focu s 

interviews and reference to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formed the first draft of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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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outpatient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services in primary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After two 

rounds of delphi expert consultations, a consensus was finally formed, which explained the conditions an d contents requir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TMs in outpatient clinicals from eight aspec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management work,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pharmaceutical staff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service recipients, work content,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work promotion guidance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up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basis for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his service.  

Key words  primar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expert consensus; pharmaceutical 

care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进一步转变药学服务模式，提高药学服务水平，2018 年国家卫生建康委发布了《关于加快药学

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1]，提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构建医疗联合体、推

进分级诊疗工作中，要将药学服务统筹考虑，探索建立医疗联合体内的药学服务标准或规范，实现医

疗联合体内药学服务的标准化。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促进合理用

药的意见的通知》 [2]强调药学服务是医疗服务的组成部分，各地区基层医疗机构要积极开展用药咨

询、药物治疗管理、重点人群用药监护、家庭药箱管理、合理用药科普等服务，以保障患者的安全合

理用药。 

因此，基层医疗机构药师工作模式转变势在必行。为了推动和规范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药物治疗管

理服务门诊，特制定本共识。 

1  共识的制订 

1.1  课题研究组组建 

参考国内共识报告编制的经验[3-5]，成立课题研究组，下设课题工作小组和课题专家组。 

课题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有组长、副组长和秘书，主要负责查询国内外相关文献确定研究主题、建

立条目池、拟定专家意见函询问卷、遴选函询专家、发放与回收函询问卷，对函询结果进行整理汇总

和统计分析。 

课题专家组成员主要负责拟定共识初稿，参与专家焦点访谈、审核专家函询统计结果、提供必要

的专业技术支持。 

1.2  专家焦点访谈小组组建 

专家焦点访谈小组成员共 36 人，均为来自于本市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师、医师，主要参与专家焦

点访谈工作，对共识初稿内容进行讨论。 

1.3  共识架构内容初步拟定 

课题专家组成员参考工作小组检索的相关文献[6-11]初步拟订“北京地区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

理服务门诊工作实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并通过专家焦点访谈对初步拟定的共识内容

进行小组讨论，确认专家函询前的共识初稿。 

1.4  专家函询 

邀请从事药学相关工作 10 年及以上的北京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熟悉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相关

工作且有意愿参与本调研工作的人员参与函询。最终 30 名基层医疗机构药师参与本研究，其中主任

药师 1 名，副主任药师 9 名，主管药师 18 名，药师 2 名；学历为硕士及以上 3 名，本科 23 名，大专

4 名。有以下工作经历药师：医院药事管理 20 名，药品调配 26 名，药学门诊/咨询 18 名，药品库房

管理 19 名，处方点评 1 名。本研究进行了 2 轮德尔菲专家函询，采用微信、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函

询问卷，每轮回收时限为 14 天，2 轮函询间隔至少 3 周。专家需对函询内容进行重要性打分，可以

添加或修改函询内容。课题专家组成员依据函询结果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对于函询专家提出的修改意

见经课题专家组商讨后再对此条目进行调整，随后进行下一轮函询，直至得到相对一致的结论。第 1

轮函询发放问卷 30 份，有效回收问卷 26 份，第 2 轮发放问卷 25 份，有效回收问卷 21 份。2 轮函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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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 86.67%和 84.00%，权威系数均为 0.85，表明专家的积极性高、权威性较好。 

1.5  相关概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和诊

所等[12]。本研究邀请函询的专家来自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故此本共识中的基层医疗机构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不包括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院、医务室、门诊部和诊所。  

药物治疗管理[8]：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对患者提供用药教育、咨询指导等一系列专业化服务，从而

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预防患者用药错误、帮助患者进行自我用药管理，以达到药物治疗目的，保障

患者用药安全。 

2  共识内容 

2.1  管理工作组组织架构与工作职责 

为了保证基层医疗机构顺利开展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建议成立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管

理工作组[6]，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协同药学部门共同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13-14]。组长负责本机构药物

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组织架构构建、协调推进和督导门诊开设，其他人员的责任参照其所在部门的工作

职责执行。 

 

图 1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管理工作组组织架构  

Fig 1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outpatient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for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services  

2.1.1  药学部门主要职责 

（1）建立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制度、继续教育培训制度等，督促药师按时出诊，规范服务

行为，保障服务质量。 

日常管理制度[6]：设置固定的出诊时间，药师出诊时间不得随意更改，因其他原因不能按时出诊

时须遵循本医疗机构门诊停诊/换诊规定，提前办理相关手续，出诊不得迟到、早退。门诊实行叫号

就诊，鼓励预约就诊，尽量做到一医一患一诊室。出诊药师应仪表整洁，着装整齐，佩戴胸牌。出诊

药师应专心提供药学服务，停止一切可能影响诊疗的活动，手机调整为静音模式，接听电话时需要经

过患者同意。出诊药师需要做到热情、大方、礼貌、说话通俗易懂，耐心解决患者的问题，展示良好

的医德医风。 

继续教育培训制度[9]：基层医疗机构应关注药师培训管理、专业素质的提升，鼓励各基层医疗机

构通过外派药师进修学习、实行对口医疗机构支援或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提升药学服务水平，出诊

药师每年至少参加 1 次相关培训。 

（2）撰写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药历[6]。药师可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患者信息。

有条件的机构建议使用信息平台（如浏览医生门诊电子病历、护士门诊电子病历等）收集患者信

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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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就诊患者推荐线下就诊，药师对其进行药物治疗分析、治疗干预，并记录当日门诊药历。有

条件的机构可采用本机构内的 HIS 系统记录药历，或者采用单机版电子病历记录或记录纸质病历。接

诊药师需注意保障患者隐私不被泄露[9]。 

（3）参与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质控监督工作，汇总门诊开设期间存在的问题，提出改

进措施及方法，配合医务部门做好宣传工作。 

2.1.2  医务部门主要职责[10]    （1）支持药学部门开设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并将其纳入门诊

系统统一管理；（2）协同医疗质量管理部门绩效考核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质量；（3）做好门

诊开设和日常运营的宣传工作。 

2.1.3  临床科室主要职责  向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推荐有用药指导需求的患者，推动药物治疗

管理服务门诊的开展，对于药师反馈的合理的处方调整建议应给予落实。  

2.1.4  医疗质量控制与绩效管理相关部门主要职责 [10]    负责建立绩效激励机制，依据药物治疗

管理服务门诊接诊患者的情况制定绩效分配方案[15-16]。 

2.1.5  信息部门主要职责[10]    基层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工作的信息化 [15]，

信息部门通过信息系统为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如查询患者既往电子处方以及

医学相关检查、检验学资料、现病史、既往史、用药史、过敏史等电子病历信息。  

2.2  设施设备 

为保障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的顺利开展，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应具备充分保证患者隐私的专

用空间，鼓励创建独立的工作空间，也可以是公共空间的隐蔽区域或与医生构建联合接诊空

间[8-9,15,17]。 

应配备工作相关硬件设施，如工作桌椅、电脑/平板电脑 /其他可以记录的电子设备、打印机等，

鼓励配备体重秤、血压计、患者用药教育工具（如吸入气雾剂、吸入剂、都保、胰岛素笔、喷鼻剂等

药品模具）等[6,8,14]。 

鼓励配备有工作相关软件设施，如医院内网、互联网工作环境、药品或文献查询数据库（中英文

数据库）、相关计算软件（如肌酐清除率、体表面积、各种评分量表）等[8,18]。 

2.3  药学工作人员资质要求 

药学人员为该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当对从事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药师进行条

件审核，在本医疗机构管理部门进行备案[6]。从事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药师应当取得药师及以上药学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6-7,19]：（1）至少通过以下一项考核：北京市住院药师

规范化培训一阶段考核、临床药师培训考核、药物治疗管理学相关培训考核；（2）具有 2 年及以上

对患者进行药学服务工作经验的药师。目前还不具备上述资质的药师可以作为出诊药师助理，提供必

要的辅助支持。 

2.4  服务对象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的服务对象主要是诊断明确 [8]、有用药问题需求的患者，可以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患者[6,8,20-21]：（1）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接受多系统药物或多专科治疗者；（2）同时使用

5 种以上药物者；（3）正在使用特定药物的患者，如高警示药品、糖皮质激素药物、特殊剂型药

物、特殊管理药品、含给药装置的药物等；（4）特殊生理状态人群，如老年人、儿童、妊娠期与哺

乳期妇女，以及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等；（5）疑似发生药品不良反应者；（6）用药依从性不佳者；

（7）需要药师解读治疗药物检测（如血药浓度、药物基因检测）结果的患者。基层机构可以根据本机

构就诊人群特点自行设定药物治疗管理服务对象[22]。 

2.5  工作内容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的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6-7,23-24]： 

（1）评估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需求，评估依据包括患者性别、年龄、患病种数、身体状况（如

体重指数、意识情况以及是否具有完整吞咽药物的能力）、过敏史、药品不良反应史、全年就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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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药物使用种类数、药物使用剂量方法、用药依从情况等。药师应当依据评估结果制定药物治疗管

理服务计划； 

（2）用药清单的整理和制作，对于就诊尤其是反复就诊或用药种类数较多的患者，药师应协助整

理和制作用药清单； 

（3）用药教育，药师在了解患者用药时应对患者进行药物使用目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不良

反应监测、储存条件、饮食运动等内容进行用药教育； 

（4）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药师在门诊工作中询问患者既往使用药物情况并识别可能相关的不良反

应事件，对其存在的药物不良反应给出处理建议； 

（5）药物相互作用审查，药师对患者所用药品进行整理，判断是否存在药物相互作用，并对存在

的不良药物相互作用给予治疗监护计划； 

（6）用药方案调整建议，药师应及时和患者沟通其发现的药物治疗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药物治疗

方案调整建议，并与其主管医生进行沟通，共同调整患者治疗方案。  

2.6  质量评价体系构建[6,8]  

（1）质量管理：基层医疗机构应当持续加强药师专业技能培训，提高药师专业服务能力，保障药

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质量。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标准规范等依法依规开展。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将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纳入本机构医疗质量管理与控

制体系，严格其质量管理，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2）评价改进：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总结评估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的开展情况，针对发现的

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并跟踪实施和持续改进。 

2.7  工作宣传引导与风险防控 

为了保障基层医疗机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平稳实施，基层医疗机构应加强药物治疗管理

服务门诊的正面宣传[12]工作并加强风险防控： 

（1）应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宣传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利用基层医疗机构公众号、宣传彩页及宣

传栏等多种形式，对患者、医生进行药学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以及药学服务先进典型进行宣传[15]。借

助政府机构、协会等平台制作宣传视频，在公众媒体予以播放和宣传。鼓励药师在正规的自媒体平台

进行药学科普和药学服务宣传。 

（2）需正确引导患者就诊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工作药师可通过以下途

径引导患者就诊：①医生推荐和转诊符合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就诊条件的患者；②药师加入家医团

队，适时向患者推广药物管理门诊服务；③药师加入医师门诊，开展 MDT 服务；④择期开展义诊活

动，宣传药物管理门诊服务。 

（3）加强风险防控应急管理，认真研判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各种医疗风险的发生，妥善应对各类

突发事件。 

2.8  专业技术支撑体系构建 

基层医疗机构应积极组织本机构药师参与开设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门诊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习、管理

技能学习以及实践培训等。积极组织本机构药师参与药物治疗管理门诊的相关主题活动，如案例分

享[9]、技能竞赛等，从而提升药师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工作水平[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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