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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学科普作为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合理用药素养的关键途径,近年来备受关注,发展迅速。 该文通过分析学术文献和研

究成果,了解药学科普的现状、挑战及未来方向,旨在为促进药学科普开展,尤其是在用药安全和合理用药方面提供参考。 研究结

果显示,药学科普在新媒体平台上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有效提高了公众的用药依从性和满意度。 尽管如此,科普内容需平衡科学

性与通俗性,单向科普模式存在局限,药学科普人才不足,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依然突出。 为提高科普效果,未来药学科普需

聚焦在供需错配问题,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药学科普服务工具,适应和改进特殊人群的药学服务模式,沿着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改

善的思路,提出优化药学科普服务供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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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way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awareness
 

and
 

rational
 

medication
 

literacy,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y
 

analyzing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result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medication
 

safety
 

and
 

rational
 

med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innovations
 

i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n
 

new
 

media
 

platforms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public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Nevertheles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needs
 

to
 

balance
 

science
 

and
 

popularity
 

in
 

contents,
 

the
 

one-wa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odel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the
 

shorta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alents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re
 

still
 

prominent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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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
 

future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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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is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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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demand,
 

perform
 

demand-oriented
 

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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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nd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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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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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care
 

for
 

special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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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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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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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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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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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pt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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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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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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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的陆续发布,国家明确提出“将促进健康的

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

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健康问题提

升到新的高度,同时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健康促进与教育体

系,提高健康教育服务能力,从小抓起,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医学科普教育提出了新的

要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

养监测情况》显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9. 70%,如何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在公

众对于药学知识的科学普及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药学科

普教育作为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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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作用和价值不断被凸显和认可。
药学科普不再局限于基本的药品信息传递,还涵盖了包

括但不限于用药的安全性、药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可

能引起的不良反应等更为广泛的内容[1] 。 药学领域选择多样

性、标准多元化、知识专业化、信息巨量化等特点,都对用药决

策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困扰[2] 。 患者经常在没有足够知识的情

况下使用药物。 缺乏必要的安全用药观念和信息,可能会导

致治疗失败,甚至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在所有开出的药物中,50%的患者没有正确用药。 不合理用药

正在造成巨大的医疗资源浪费,甚至危害人们的生命。 用药

差错、药品认知局限、信息沟通不畅等都可能造成用药风

险[3-4] 。 药学科普服务的开展是降低不合理用药发生率和用

药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 因此,优化和提高药学科普服务的

质量与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旨在

通过综合分析近期的学术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当前药学科普

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审视,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

1　 药学科普传播的现状
1. 1　 药学科普的形式与内容

药学科普作为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和合理用药能力的重要

手段,其实施的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其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和合理用药水

平。 由于信息推送便捷、互动性好,微信公众号已经成为药学

科普的一个重要平台[5] 。 微博平台则凭借其快速传播的特

点,适合发布药学时事热点和紧急用药警示。 应用程序为用

户带来了专属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其能够依据用户的特定

健康情况,提供定制化的药品信息和用药建议[6] 。 传统的线

下讲座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面对面交流和

实际操作演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在内容构建上,药学科普

不仅注重药品基础知识的普及,如药品的适应证、用法与用

量、注意事项等,还特别关注慢性病患者如何进行长期用药管

理,以及儿童、老年人、妊娠期妇女等特殊人群的用药安

全[7-8] 。 对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也是药学科普的重要内容,通
过科普教育提高公众对药品风险的认识,促进安全用药[9] 。
药学科普的形式和内容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变化

而不断创新和丰富。 未来的药学科普工作应继续探索更多元

化的形式和更具针对性的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健康。
1. 2　 药学科普研究的开展

我国在药学科普领域已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涵盖了

科普模式的创新、科普内容的研究、科普效果的评估、科普平

台的建设与应用等多个方面。 (1)药学科普模式的创新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云端的药学服务模式逐渐兴起。
研究者探讨了利用云计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提供药学服务的

新型模式,通过在线药学咨询、药物管理等,实现患者全流程

的便捷化服务[10] 。 (2)药学科普内容的研究:为了规范药学

科普工作,研究者介绍了《药学科普标准》的制订与解析,为药

师开展药学科普工作提供了参考和依据[11] 。 (3)居民用药行

为风险研究:了解居民的用药安全认知、行为和态度现状,对
药品安全科普的精准设置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者通过问卷调

查,分析了居民的用药行为风险,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科普活动

建议[12] 。 (4)特殊人群科普研究:为了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用

药管理能力,研究者开发了药学科普视频课件,并通过问卷调

查评估了其播出效果,发现视频课件能有效提升患者的用药

管理能力[13] 。 通过实施药学科普干预,研究者评估了其对特

定患者用药依从性和药品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影响,证实了

科普干预的积极作用[14] 。
1. 3　 药学科普的效果

诸多文献报道,药学科普活动在提高公众对药物知识的

掌握和促进合理用药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通
过新媒体渠道如微信公众号开展的药学科普,已被证实能够

有效增强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并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整体

满意度。 例如,为了提升药学科普作品的质量,研究者构建了

一套评价体系,包括思想性、科学性、易读性等多个维度,为评

价和创作高质量科普作品提供了工具[15] 。 “药用准”微信公

众平台通过提供用药细节查询和科普宣教,显著提升了新疆

地区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合理性[16] 。 通过构建的基于微信平

台的肿瘤药学服务系统,为乳腺癌患者提供全程化管理,也展

现了药学科普在个性化服务中的实际成效[6] 。 上述研究强调

了药学科普在提升患者用药安全性、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方面

的显著作用。

2　 药学科普面临的挑战
2. 1　 科普内容的科学性与通俗性平衡

药学科普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如何在确保信息的科学准确

性与提升其可接近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如何找到既准确

反映药学知识,又便于公众理解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至关重要。
可以借助图表、视频等多媒体工具辅助解释,使抽象的药学理

论更加形象化,便于公众视觉感知和记忆。 在传达药学知识

时,不能为了追求趣味性和易读性而牺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17] 。 科普材料都应基于最新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避
免误导公众。 这不仅需要药学工作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良好的沟通技巧,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药学

科普的目标受众广泛,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还应注重个性化

和差异化,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定制个性化的科普方

案,使其更加易于理解和接受[18] 。
2. 2　 单向输出式科普模式对用药行为改变有限

虽然药学科普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但如何提高各渠道的

有效性,确保科普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仍是一个挑战。 单

向输出式科普模式对用药行为改变有限,知识的不足和行为

的误区是导致受访者用药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19] 。 “知

信行”论认为,认知是建立积极正确的态度,进而改变相关行

为的基础,态度则是行为改变的动力[20] 。 现有的科普模式以

知识点的普及为主要形式,认为更好的认知水平有助于建立

积极正确的态度,态度则是用药行为改变的动力,有助于提升

安全用药行为的实质性改善。 一项为期 3 年覆盖我国 31 个省

份样本量达 11
 

669 份的“知信行”调查结果显示,知识并不直

接影响行为,而是通过态度间接影响妇女人群的安全用药行

为,态度则能直接影响用药行为;知识对行为几乎无直接影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24 年第 24 卷第 12 期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drug-use
 

in
 

hospitals
 

of
 

China
 

2024
 

Vol. 24
 

No. 12
 

·1415　 ·

响,说明用药行为更多地受到态度和外界信息的影响,与以掌

握的知识关联不大,知识对行为的作用不明显也说明了目前

的用药教育和用药指导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提高患者的知识和

态度,但因多种原因改变患者安全用药行为的实践明显不足,
无法将知识、态度、行为连接起来形成闭环[21] 。
2. 3　 药学科普人才的培养

药学科普需要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 现阶段,药学科普

人才的培养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22] 。 药学科普人才的培养涉

及多方面的能力,如药学知识的专业掌握、科普传播技巧的熟

练运用以及公众沟通能力的培养[23] 。 药学科普人才的培养需

要注重跨学科能力的塑造,鼓励药学专业人员学习心理学、教
育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以提升其科普服务效果。 随着

医学指南和药学知识库的不断更新,药学科普人员需要不断

更新知识,以保持其专业能力的前沿性。 因此,建立一个持续

迭代的长效机制,对于维持药学科普人才队伍的活力和效能

至关重要。 为了激励更多的药学专业人员投身于科普事业,
还需要从政策层面提供支持,如制定激励机制、建立科普成果

的评价和认可体系等。
2. 4　 资源分配不均

 

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药学科普还比较薄弱,公众获取药学

知识的机会有限。 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有药学科普未能

有效覆盖所有患者,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群对安全用药的认

知还有待提高,城镇居民的“知信行”得分是农村居民的 2. 520
倍,高文化程度人群得分是低文化程度人群的 1. 886 倍[24] 。
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是影响居民用药知识的主要危险因

素[25] 。 因此,有必要加强不同地区和机构之间的资源整合和

共享,提高药学科普的整体水平。 可以通过建立跨机构、跨地

区的合作机制,共同开展药学科普活动,提升药学科普的影响

力和覆盖面。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融入药学服务的

各环节,有助于辅助医院药师更好地践行“以患者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不仅更加高效精准地提升了药师的药学服务质量

和价值,还促进了优质药学资源下沉并服务基层[26] 。 现阶

段,我国药学科普缺乏统一的指导和评估体系,各地区、各机

构开展的药学科普活动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等问

题。 因此,在药学科普中建立统一的指导和评估体系,有助

于提高药学科普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增强科普内容的可信度

和实用性。

3　 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3. 1　 强化药学科普内容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未来的药学科普应更加注重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根
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科普服务。 深入了

解公众需求,可指导科普活动设计,提升效果和影响力。 当前

部分科普内容过于理论化,难以被公众理解。 药学科普应更

注重满足公众对健康、药物使用和自我保健的实际需求,提供

实用、易懂的内容[27] 。 药学科普需求调研对活动设计至关重

要,公众对健康宣教需求高,希望了解药物选择和正确使用方

法以保障健康[28] 。 公众需求和意见对科普活动的设计和改进

极为关键,科普需求调研应注重公众参与和反馈。 互动沟通

可提高科普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公众获取药学知识的渠

道多样[29] 。 例如,慢性病患者需长期用药,药学科普可提供用

药管理课程,帮助患者自我管理;对于罕见病或特殊疾病患

者,药学科普可提供特殊药品使用指导。 药学科普应考虑不

同群体信息传播平台,包括传统纸质资料、健康讲座、医药健

康展览及在线平台、微信公众号、移动应用等新媒体[30] 。 利用

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可提供便捷、互动科

普服务,如推送个性化用药提醒、更新药物知识、解答用药疑

问,增强科普互动性和覆盖面。 未来药学科普应在保证科学

性基础上,注重定制化和实用性,满足不同人群需求,提升整

体效果和社会价值。
3. 2　 创新药学科普的形式与手段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行为经济学模型进行

多维度需求分析,能够构建一个药学科普的智能场景,提供个

性化的合理用药教育智能推荐系统,根据个体需求和行为模

式,提供定制化的用药指导。 通过分析患者的用药决策心理

和行为动机,为个性化服务奠定理论基础。 药学科普还可以

为患者提供定期健康提醒、用药计划和风险评估,帮助患者更

有效地管理自身健康,提前识别潜在风险,从而提升公众的健

康管理意识。 在医疗资源优化方面,药学科普通过收集和分

析患者的用药行为和不良反应数据,协助医疗机构和决策者

更高效地配置和使用医疗资源。 这不仅能优化药品资源分

配,还能制定更有效的科普服务策略,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

患者满意度。

4　 讨论与展望
药学科普在促进医院合理用药、降低药品不良反应的伤

害和减少医药资源浪费方面具有潜在作用。 通过系统、持续

的药学科普,有望提高患者的药物知识水平,从而优化药物使

用,提高治疗效果,保障患者安全,减少医药资源浪费。 通过

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药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作用机制以及不

良反应风险,可以有效减少因用药不当而导致的不良事件和

低效治疗[31] 。 例如,对于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指导,可以避免

耐药菌株的产生,延长抗菌药物的有效使用期。 药学科普通

过增强患者对用药风险的认知,有望提升其在用药过程中的

警惕性和主动性,从而及时发现和报告可能的药品不良反应,
减少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 这种信息的传递和反馈机制,有
助于医院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提升治疗效果[32] 。 药学科普通

过普及药物的基本知识和正确使用方法,可以降低由于用药

错误或不必要的重复处方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如减少因药物

过量囤积导致的药品报废及医疗成本的增加。 因此,医院应

加强药学科普的推广和实施,构建完善的药物教育体系,为公

众健康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药学科普在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和合理用药素养方面扮演

着关键角色。 面对当前挑战,需从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人才

培养等多方面推进药学科普工作的深入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

进步,公众对健康的关注度日益增加,个人自我保健和疾病管

理意识不断增强。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基本健康信

息和服务,并据此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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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33] 。 药学科普服务对于提升公众健康管理水平、满足公众

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至关重要。 尽管国家通过多种宣传活动

不断完善合理用药环境以提高居民的安全用药意识,但用药

安全状况的改善并不显著[34] 。 研究指出,现有科普模式存在

知识碎片化和缺乏反馈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提升患者行

为[35] 。 药师需开展多维度科普需求评价,引入有效的交互方

式,解决科普服务模式单一、投入大、效果不确定的问题,以提

高科普干预效果。 提供个性化、准确的用药科普服务已成为

研究的重要领域。 展望药学科普,需聚焦服务中的供需错配

问题,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药学科普服务工具,适应和改进特

殊人群的药学服务模式,沿着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改善的思路,
提出优化药学科普服务供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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