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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临床合理用药培训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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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了适应新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提升医师、药师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积

极推进“互联网+药学服务”的健康发展,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探索网络化非学历教育新模式。
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下,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药房编辑出版中心和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

续教育学院共同打造“药政云课堂”临床合理用药远程培训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药学培训”模式,向重庆市

医师、药师开展大轮训。通过“药政云课堂”创新、高效、便捷地完成了国家药物相关政策培训,取得了参培人员

全覆盖及影响力扩大、全市培训率、合格率双达标的好成绩。实现了“政府搭台、专家授课、全员参与”的联动体

系,受到重庆市各级医疗机构及业内同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药政云课堂”平台的构建为促进药学服务模

式的转型及深化互联网医疗服务提供了新思路,为提高药学服务水平,有效推动基本药物政策贯彻实施和落地

见效贡献了力量。
[关键词] 互联网+; 药学培训; 远程教育; 药政云课堂; 临床合理用药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3.07.035 中图法分类号:G724.4
文章编号:1009-5519(2023)07-1246-03 文献标识码:C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信息化的不断

进步,现代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

变革,不断进行创新、优化和发展[1]。2015年7月,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指出,教育领域要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

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2]。2016年10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

出,要加强健康人才培养培训,改革医学教育制度,完
善医学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
强化面向全员继续医学教育制度[3]。2018年11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

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转

变药学服务模式,提高药学服务水平,加快药学服务

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互联网+药学服务”健康发

展[4]。2022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国民健

康规划》,提出要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强化卫生健

康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药师队伍建设和配备使用,提
高合理用药水平。由此可见,为了适应新时期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新要求,需不断提升医师、药师的专业

素质和服务水平,药学专业类非学历教育成为医师、
药师队伍建设的刚需[5],而互联网技术与非学历教育

深度融合,已成为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和理念的利器。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公共服

务的重要内容[6],为不断推进基本药物政策的贯彻落

地,强化对基本药物政策的认识和合理用药知识的掌

握。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下,以基本药物培

训为抓手,以合理用药为重点,以持续提高广大医务

人员合理用药水平为目标,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

国药房编辑出版中心和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继续

教育学院共同打造“药政云课堂”临床合理用药远程

培训平台。2019-2021年“药政云课堂”充分利用“互
联网+药学培训”模式,围绕《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18年版)》进行设置,
向全市医师、药师开展3期医师、药师大轮训,创新、
高效、便捷地完成国家药物相关政策培训,实现了“政
府搭台、专家授课、全员参与”的联动体系,受到各级

医疗机构及业内同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1 平台建设基本情况及特点

1.1 基本情况 “药政云课堂”(重庆市委宣传部数

字出版资助项目),是搭建在“中国药房网”(网址:

www.china-pharmacy.com)下的二级医药专业学习

平台,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授权、重庆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中国药房编辑出版中心开发的药学综合类

远程教育平台[7],于2019年启动。其主要任务是为

重庆市及全国各级医院(包括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
医生和药学人员提供网络学习服务。为保证学习任

务的落实,平台设计实现了“自我监督、单位监管、平
台总控”的三级督导模式。“药政云课堂”采取在线教

育的形式,以视频和在线答题为主要学习模式,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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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免费开放,学员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访问微信链接

便可轻松进入,进行在线学习、在线答题、学习排行等

操作,平台系统搭建在阿里云服务器,保证了其安全

流畅性,确保了近9万多名注册学员同期观看不受带

宽影响。为了进一步增强用户体验感和满意度,2021
年在“药政云课堂”平台原有基础上,还研发了“药尚

学”小程序,该程序无需下载安装、不占用手机内存,
并改善了原平台中的卡顿、加载慢等现象。同时,取
得了《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证书

号:软著登字第4564053号)为打开平台对外影响力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根据2021年年底统计数据显示,“药政云课堂”

平台自2019年3月正式升级上线以来,共计发布100
余个培训课程视频,具体包括:《国家基本药物处方

集》里的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耳鼻喉科用药、
皮肤科的外用药品治疗等;《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

指南(2018年版)》里急诊及危重症合理用药、呼吸系

统疾病与合理用药、心血管系统疾病合理用药、内分

泌和代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与合理用药、消化系统

疾病合理用药、儿科疾病合理用药等,培训内容覆盖

面达到100%。

1.2 平台特点

1.2.1 行业覆盖面广 “药政云课堂”拥有医药专业

注册者(实名)9.36万人(不含临时身份访问者),涵盖

重庆市各级医疗单位共计1
 

363家,覆盖从市区县到

社区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各级医疗卫生工作者。平

台发布以来,得到行业的广泛好评,收到评论达93万

余条。评论集中反映为:便捷的学习方式充分体谅了

卫生健康基层单位工作者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困难,学
习内容及时贯彻国家药物相关政策,教师授课精彩、
课程设计合理、平台网络流畅等。

1.2.2 学习内容系统 以往的基药培训,从国家到

市区县及单位内部,需要通过层层传导培训,耗费的

时间长、经费高且普及面有限,此外还存在授课专家

水平参差不齐、授课内容标准不统一。自2019年起

重庆市卫健委建立“药政云课堂”,全面采用网络培训

模式,精选专家、优化课程,以此大大改变了原学习模

式的不足。

1.2.3 学习便捷有效 有效解决工学矛盾。通过平

台可实现“同时学、随时学、随地学”,解决工学矛盾,
让知识多跑路、让医务人员少跑路,足不出户即可参

加高水平培训,保障了我市近10万余医师、药师在3
年内完成基本药物处方集及临床应用指南的学习。
通过“药政云课堂”网络培训平台的培训方式实现了

“政府搭台、专家授课、全员参与”的联动体系。

1.2.4 师资力量强大 2021年平台邀请了全国15
家三甲医院的31名知名专家授课,其中重庆市外专

家占19.35%。所有授课专家的实践经验都非常丰

富,在其授课领域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第一

承办单位的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国药房编辑出

版中心有非常强大的覆盖全国师资专家资源,作为第

二承办单位的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药学类专业群

建设水平位列全国同类学校第一。下一步,2家承办

单位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整合授课专家资源,做
强、做大平台师资库队伍。

2 培训效果及反馈

2.1 培训范围持续扩大 平台从2019年注册人数

5.56万人、访问量400余万人次到2021年实名注册

人数达9.36万人、总访问量1
 

700余万人次,注册人

数增长率为68.34%,访问量增加了325%。注册参

培人员已基本覆盖重庆市下辖的38个区(县、自治

县)卫生健康委,以及各区县下属各级公立医疗机构、
委属医疗机构及驻渝部队三级医疗机构的全部执业

医师和药学人员,并邀请重庆对口援助的西藏昌都市

各级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和药学人员参加培训,
同时还吸引了市内各民营医院、村卫生室相关人员主

动参与学习。

2019-2021年共参培17.92万人次,培训达标

16.89万人次,达标率为94.25%。2019年全市应培

训5.04万人,实际参加培训5.43万人;2021年应参

培人数为5.56万人,实际参培人数达到6.99万人;

2021年的实际参培人数比2019年增长了28.73%,
共授予学分23.63万分。

2.2 合理用药知识得到普及 平台设置了培训效果

问卷调查,涉及合理用药知识21个,其中能反应合理

用药知晓率和处理能力14个,12个指标在90%以

上。如: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门诊患者抗菌药

物处方比例、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接受抗菌药物治疗

患者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熟悉程度分别为93.6%、

91.87%、92.63%、90.41%,比2019年培训前分别增

长5.4、2.34、5.97、7.3个百分点。对抗菌药物序贯

疗法、高危药品使用过程中的防护措施、对错误医嘱

进行更正、在执行医嘱时如何提高合理性有所掌握的

学员分别为90.41%、99.31%、98.57%、99.29%,比
2019年培训前分别增长5.83、0.82、0.36、0.21个百

分点。在开处方时仔细阅读说明书、询问患者用药

史、不良反应史、关注患者的用药依从性的学员达

99.76%、99.85%、99.84%、99.82%,比2019年培训

前分别增长0.03、0.06、0.13、0.26个百分点。通过

“药政云课堂”网络培训平台学习,医务人员合理用药

水平得到了提升,对用药安全也越来越重视。

2.3 药物政策理念得到深化 2021年培训的《国家

基本药物处方集》《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2018
年版)》《处方管理办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7421·现代医药卫生2023年4月第39卷第7期 J
 

Mod
 

Med
 

Health,April
 

2023,Vol.39,No.7



则》,国家基本药物相关规定知晓程度分别为95.
37%、91.37%、94.64%、93.52%,比2019年培训前

分别增长4.72、1.69、3.92、5.19个百分点。通过“药
政云”课堂网络培训强化了医务人员对基本药物政策

的认识,持续不断推进基本药物政策的贯彻落地。据

2021年基本药物使用监测报告统计,重庆市三级、二
级公立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药物配

备使用金额分别占35%、44%、62%;基本药物配备使

用品种分别占42%、47%、67%,确保了基本药物优先

使用。

3 展  望

  重庆市“药政云课堂”临床合理用药网络培训虽

然取得了参培人员全覆盖及影响力扩大、全市培训

率、合格率双达标的好成绩,无论是学员人数、影响

力,还是视频教学质量,都有了一定提升,但随着医药

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患者对医疗及药学服务的市场

需求和专业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如何合理地使用药

物,使药物的应用更加安全、有效、经济成为医务工作

者及患者关注的问题[8]。临床药学服务的需求在全

球范围内不断增加,临床药学服务是未来医院药师发

展方向[9],临床药师在医院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

显[10]。随着互联网医疗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为了适应

“健康中国”规划的战略要求和医院、社会发展的需

要,互联网药学服务的应用会更加广泛[11],传统药学

服务模式也将逐步被“互联网+”模式替代[12],互联网

与药学专业类非学历教育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必然趋

势。“药政云课堂”正是在充分发挥“互联网+药学培

训”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一种新的现代非学历教

育学习支持服务系统。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平

台的监管力度,进一步提升平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平台的培训课程质量、丰富培训课程内容

和扩大授课专家范围。“药政云课堂”平台的构建为

促进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型及深化互联网医疗服务提

供了新思路,为提高药学服务水平,有效推动基本药

物政策贯彻实施和落地见效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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