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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临床药学是以合理用药为中心，药师深入临床与医师共拟用药方案，进行药学监护、用药咨询、血药
浓度监测、处方分析和药动学研究等,与临床紧密相关，是面向病人，以病人利益为中心的实践科学。
其特点在于临床实践性，尽力保证病人的用药安全、有效。
临床药师的工作是直接为病人提供咨询服务，参与用药决策，提供药品和用药知识，观察用药后的疗
效、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加强用药的合理性。
目前倡导的“pharmaceutical care,药学服务”是在原有基础上，拓展为以病人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开
创“和病人共同药疗”的新局面。
药师与病人面对面的服务，通过病人咨询，药师应询，为病人提供合理用药信息，药师以自己丰富的
药学知识，优良的服务态度缩短药患之间的心理差距，增进病人的信任度，使传统医疗模式下淡漠被
动的药患关系能从根本上改观，形成一种新型的亲密型的药患关系。
1993年，第53届国际药学联合会向世界各国政府推荐了“优良药房工作准则”，要求医院药师最主要
的工作是开展合理用药，面向社会拓展服务内容。
2005年，中国药学会提出了《优良药房工作规范》，要求现代医院药房的服务不仅需要药师做好药品
配方前的充分准备，配方中的准确无误，更要求药师做好配方后的主动服务，积极发挥医院药师的知
识潜能。
近年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医疗机构要建立临床
药师制度，并加强了对临床药学工作以及临床药师的管理和培养。
目前全国已批准建成了数十个国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对在职临床药师的岗位培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国内临床药学与药学实践的发展严重不均衡,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主要问题是药师在融入临床、参与用药决策这一核心工作中,举步艰难，进展缓慢。
随着治疗药物监测技术、临床药动学和药效学研究、药物相关基因与个体化用药、药物不良反应机制
等分支学科的不断发展，临床药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临床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向医务人员、患者及
其家属提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应用有关的服务（包括药物选择、药物应用知识和信息等），
以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与经济性，实现改善与提高治疗质量的理想目标。
临床药学主要是在医院和社区以开展临床实践和药学服务为主。
临床药师应参与病房查房和药物治疗决策、临床药学信息与咨询、治疗药物监测、临床药动学和药效
学研究、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药物过量的鉴别与抢救等，这就要求临床药师必须具备系统
的临床基础知识、必要的药学领域的知识。
我们编写的《实用临床药学》，基本涵盖了临床药学各方面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书中的临床药学实践和临床用药实例是编者临床实践的总结。
由于存在时限性、复杂性、动态变化和用药习惯等诸多因素，以及作者大多从事临床抗感染治疗，因
此，这些举例仅供参考，主要目的是给临床药师提供一个参与临床用药决策的思维方法，并结合病人
、病情、药物等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适宜的个体给药方案。
《实用临床药学》是组织了20多位医药学专家和教授精心编写的。
作者均为长期从事第一线临床或基础研究工作的药师或医师，对所写内容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促进我国临床药学水平的提高将起到积极作用，对推动我国临床药学工作，乃至整
个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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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对临床药学工作及其学科发展的总结，是从实践到理论的一次提高，浓集了临床药学
工作几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分12章，具体介绍了临床药学的概论、临床药学工作与服务、药物相关基
因研究与个体化用药、药物动力学基础、药品不良反应与监测、治疗药物监测、感染性疾病的药物治
疗、心血管疾病的治疗等与临床紧密相关的药学实践，并通过具体的临床用药实例进行解释，不仅解
决具体问题，还对临床药学的发展有所启示，非常适合广大临床药师学习查阅、释疑解难。
另外，在附录中还收集、整理了相关用药指南与实用表册。
本书是临床药师参与临床药学工作的参考书，也可以作为临床药师培训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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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问题与对策1．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中的几个偏见(1)药品不良反应必然与药品质量有关的偏见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一定是药品质量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出现，第一印象是由药品不合格所致，把责任推向企业。
而生产企业面对发生的ADR认为就是自己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因而不敢正视它，或遮掩、或私了，不
敢报也不愿意报，害怕影响药品销售量和企业形象。
(2)药品不良反应就是医疗事故的偏见：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药品不良反应一定是医生责任心不强或
失误造成的。
出现不良反应后，医生害怕因医疗事故而承担责任，或隐瞒遮掩，或推向疾病本身，不敢报也不愿意
报，担心自己的威信受到影响，医院的形象受到破坏。
(3)ADR是个体差异，与医疗行为无关的偏见：病人到医院就医发生了药品不良反应，常被认为是个体
差异，是疾病的转归。
病人用药后致死或致残，认为是自身的原因，与医疗行为无关，与药品无关，用不着报告。
长期以来这些偏见严重困扰并阻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使用单位对药品不良反应的客观认识，从
而引起各种各样的由于认识不一致或处理不妥当导致的医疗纠纷或刑事纠纷案件。
当然也有因人们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的差异而无法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药品不良反应的原因。
所以，正确认识、客观对待药品不良反应是解决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能否正常实施的关键所在。
要充分理解和认识国家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的意义。
首先要认识到药品不良反应的发生是受医药学研究技术和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必然现象，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一个被批准上市的药品，绝不意味着它就是安全的，或者只有治疗作用而无副作用。
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因药品引起器官功能损害、致残致死的事件。
其中比较突出的如：用于妊娠反应的“反应停”引起海豹儿；驱虫药“左旋咪唑”导致间质性脑炎；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引起后天性耳聋；解热镇痛药“氨基比林”“非那西丁”引起白细胞减少和肾功能
损害等。
这些药品不良反应足以证实“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所以，一个药品尽管经过上市前的无数次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证明它是安全有效的，但决不等于上市
后也是安全有效的。
新药上市后，当大范围、广对象地用在不同人或不同病症时，可能就会产生前所未知的不同的不良反
应。
wH0以往的统计数字说明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也会出现大量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并且表
现出其特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所以，一种新药品的上市，恰恰应该是严密观察其安全性的开始，通过上市后的严密监测和报告，获
得大量的不良反应信息，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评价，尽可能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客观做出该药品
安全性的评定，并用特殊方式告知医生和病人，以达到指导合理用药，避免同样药害重复发生的目的
。
药品不良反应不能视同药品质量事故、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等问题来对待和处理。
如果说，药品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明确，就是药品质量问题，就是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那
么其性质则不属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工作的范围，而需要在另一领域去讨论和解决。
药品不良反应是一种客观现象，需要人去观察、捕捉、分析、避免。
实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科学地指导合理用药、保障用药安全有效。
许多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确实是提高合理用药水平的有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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