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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我国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的基本情况、知识结构和工作满意率，为开展药学人员培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

和加强药事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八个地区的多个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基

层医疗机构的药学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有831名基层药学人员参与调查。1、“中药基础知

识”题正确率为（89.08±5.16）%；“抗菌药物管理”题正确率为（88.36±7.06）%；“抗菌药物使用”题正确率为（64.47±12.05）%；“特殊

人群用药”题正确率为（91.47±4.82）%；“处方点评”题正确率为（59.20±11.20）%。2、基层药学人员对所在医疗机构就诊条件满意

率为（62.19±14.55）%、学习机会满意率为（70.47±10.55）%、薪酬待遇满意率为（46.16±10.18）%、职业自豪感满意率为（69.45±
11.48）%。3、不同地区基层药学人员的知识结构现状和工作满意率存在差异。结论 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的药学知识水平参

差不齐，工作满意率不高，应通过加强培训提升药学知识储备和药学服务能力，建立激励机制来提高工作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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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the status of knowledge and job satisfaction rate of pharmacy staff from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raining, improvement the capabilitie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and strengthening of pharmaceutical administration.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the pharmacy staff in the gath‑
ering Poor areas and minority areas from Eight Provinces in ChinaFrom September 2017 to January 2018,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results.Results A sample of 831 cases of grass-roots pharmacy staff was surveyed. 1. The correct rate to "Basic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s (89.08±5.16)% ; the correct rate to "Antibacterial Drug Management" was (88.36±
7.06)%; the correct rate to "Use of Antibacterial Drugs" was (64.47±12.05)%; the correct answer rate to "Special Population Drug Use"
was (91.47±4.82)% and the correct rate to "prescription comment" was (59.20±11.20)%. 2. (62.19±14.55)% of the pharmacy staff from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was satisfied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70.47±10.55)% of the pharmacy staff was satisfied wit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46.16±10.18)% of the pharmacy staff was satisfied with compensation and (69.45±11.48)% of the pharmacy staff was sat‑
isfied with professional pride. 3.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job satisfaction rate of grass-roots pharmaceutical staff in different re‑
gions were different.Conclusion The pharmacy staff in grassroots medical institutions have uneven levels of pharmacological knowl‑
edge and a low job satisfaction rate. They should enhance their knowledge of pharmacy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ability through
strengthening training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is needed to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
Key words： Pharmacy technicians; Knowledge structure; Job satisfaction rate; Train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Ability im‑
provement

在全面取消“以药养医”的背景下，药事综合改

革不断创新，要求转变药学服务模式，提高对药事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服务能力建设［1］。基层药

学人员是保障基层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和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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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新时期卫生

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推动卫生

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农村，资源下沉到基层、贫困

地区。《关于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2］也提

出：有效提升基层医务人员能力水平，助力健康扶

贫工程。有研究称，基层药学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

齐、专业知识不足、工作重视程度不高，限于“照方

配药”［3］，仅 51.54％基本理解合理用药内容［4］。本研

究以基层药学人员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人才

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的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加“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基

层药学人员能力提升项目”的全体基层医疗机构药

学人员。

1.2 调查内容 以问卷形式，调查基层医疗机构药

学人员的基本情况、基础药学知识掌握情况和工作

满意度，共设计调查问题15个。

1.3 调查时间 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

1.4 调查实施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给各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发通知函并组织基层医疗

机构药学人员培训；于培训前在现场进行调查问卷

的发放、填写指导和回收等工作。

1.5 数据分析 采用Microsoft Word 2010录入调查

问卷，Microsoft Excel 2010用于数据统计，SPSS 10.0
软件用于数据分析。计量数据以 x̄ ± 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地区之间答

题正确率及满意率的比较采用 χ 2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有效样本量和回收率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834
份，回收 834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 3份问卷的

应答率小于 100％，被视为无效问卷，剔除有效问卷

总数为 831份，有效率为 99.64％，有效回收率为

99.64％。

2.2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对象的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学历、职称和所在岗位。

本研究的基层药学人员中男性占 37.91%，女性占

62.09%；汉族占 67.51%，少数民族占 32.49%；接受

问 卷 调 查 的 药 学 人 员 中 年 龄 在 50 岁 以 下 占

92.78%，最高学历为本科以下的基层药学人员占

58.24%，药师及以上职称的药学人员占 71.96%，药

学人员所在岗位较分散，来自中药房的药学人员占

5.17%，西药房占 37.06%，住院药房占 16.61%，临床

药学占26.11%，其他岗位占15.04%。见表1。
2.3 基层药学人员对基础药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问卷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青海省、云南

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吉林省各地基层药学

人员对药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显示：对八

个地区基层药学人员的药学基础知识测试答题正

确率进行统计分析，山西省正确率最高，为（84.71±
15.65）%，青海省最低，为（69.86±22.90）%，结果见

表 2。比较各地区基层药学人员对基础药学知识的

整体掌握情况，结果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各个知识模板的结果进行χ 2检验，各地区

答题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基层药学人员的工作满意度 问卷调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青海省、云南省、山西省、江

西省、湖南省、吉林省各地基层药学人员对所在医

疗机构及自身工作的满意度（选择“非常满意”或

“满意”视为“满意”，否则视为“不满意”），并汇总各

地区整体满意率。结果显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

表１ 基层药学人员的基本信息

项目

性别

男

女

职称

药士

药师

主管药师

副主任药师

主任药师

其他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中专

高中及以下

频数/人

315
516

148
248
213
113
24
85

21
326
351
118
15

构成

比/%

37.91
62.09

17.81
29.84
25.63
13.60
2.89
10.23

2.53
39.23
42.24
14.20
1.81

项目

年龄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50~60岁
>60岁

所在岗位

中药房

门诊西药房

住院药房

临床药学室

其他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频数/人

229
278
264
59
1

43
308
138
217
125

561
270

构成

比/%

27.56
33.45
31.77
7.10
0.12

5.17
37.06
16.61
26.11
15.04

67.51
32.49

表2 基层药学人员药学基础知识测试答题正确率统计/%
省份

新疆

贵州

青海

云南

山西

江西

湖南

吉林

均值a

中药

基础

79.63
83.72
89.04
88.57
95.12
93.52
91.53
91.51
89.08
±5.16

抗菌药

物管理

79.17
83.72
79.45
95.24
98.37
90.74
91.53
88.68
88.36±
7.06

抗菌药物

使用

79.63
65.12
45.21
69.52
64.23
76.85
49.15
66.04
64.47±
12.05

特殊人

群用药

95.83
86.05
90.41
99.05
94.31
89.81
84.75
91.51
91.47±
4.82

处方

点评

54.17
69.77
45.21
70.48
71.54
64.81
45.76
51.89
59.20±
11.20

均值 a
77.69±14.93
77.68±9.53
69.86±22.90
84.57±13.83
84.71±15.65
83.15±12.10
72.54±23.10
77.93±18.05

注：a示均值的数据表示类型为 /（%，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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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药学人员对职业自豪感（82.41%）、学习机会

（79.17%）、就诊条件（78.24%）等满意率较高，贵州

省基层药学人员对就诊条件（39.53%）、学习机会

（46.51%、薪 酬 待 遇（34.88%）和 职 业 自 豪 感

（46.51%）的满意率均比较低，贵州省、江西省和云

南省对薪酬待遇表示满意的基层药学人员不足

40%。结果见表 3。对各地区基层药学人员工作满

意率进行 χ 2检验，结果显示整体满意率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对满意度四项指标进行 χ 2检

验，结果显示，各地区之间药学基层人员的工作满

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3.1 国外研究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东

欧地区六个国家的医师和药师的抗菌药物知识、态

度和行为进行研究［5］，发现药师对抗菌药物知识的

掌握更广，医师对细菌耐药表现出更谨慎的态度。

各国之间差异的包括患者负担抗菌药物的能力、医

生的处方行为以及药师对无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的

态度。51.96％的沙特地区药师在维生素补充剂知

识的测评中成绩合格，66.67％的药师表示需要接受

用药知识和患者咨询相关的培训［6］。苏丹地区社区

药师在疟疾防治方面知识欠缺，存在无处方调剂抗

疟药的行为，与当地卫生部门未开展执业药师的定

期培训有关［7］。

澳大利亚一项针对注册药师的研究中［8］，21％
（1627/7764）的药师回复了问卷，67％的药师表示大

部分时间都花在临床领域，17％的主要从事“非临

床药剂师的工作（即作为技术供应进行配药）”，

16％从事其他非临床工作（管理或其他），77％的药

师对工作表示满意。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对比男性

药师，女性药师的工资水平较低、晋升的可能性更

小，但工作满意度较高。年龄对工作满意度有U型

影响，中年药师的满意度低于年轻和年长的药师［9］。

沙特阿拉伯一项研究对药师的工作满意度和离职

意向进行调研，发现满意和稍满意分别为 39.1％和

24.6％，61.9％的调查对象计划离职，离职意愿的主

要预测因素是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自豪感［10］。中国

的医疗体系与其他国家不同，药师的职业特征可能

存在差异［11］。

3.2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下的药师服务转型与能

力提升

3.2.1 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推进药师转型 在“全

面取消以药养医”的背景下，药师是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特别是药事综合改革不断提升和创新的关键。

药师工作从“以保障药品的供应为中心”转变“为以

提升临床药物治疗管理为中心”，从“以药品为中

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1］。本研究调查的基层

医疗机构药学人员中，年龄在 50 岁以下的占

92.78%，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41.76%、取得中

高级药学专业技术职称的占 42.12%，基本属于各基

层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骨干。工作岗位在中药房、

门诊西药房、住院药房等调剂部门的占 58.84%，从

事临床药学工作的仅有 26.11%，传统的药品调剂部

门仍是大部分基层药学人员的主要分布区域。随

着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完善，药品供应也将逐步向

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发展［12］，药学人员应该更多

地参与到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慢病治疗管理等药学

技术服务中。

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对基础

药学知识的掌握有待加强，答题正确率不高，特别

是 处 方 点 评（59.20±11.20）%和 抗 菌 药 物 使 用

（64.47±12.05）%的答题正确率较低，与抗菌药物管

理（88.36±7.06）%、中药基础（89.08±5.16）%和特殊

人群用药（91.47±4.82）%等药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情

况存在差异，提示应对基层药学人员加强处方点评

和抗菌药物使用等方面的学习和培训。各地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分批组织好对基层药

学人员的全员培训，不断完善培训形式和内容，满

足基层药学人员需求，提高基层药学人员的基础知

识储备和专业技能水平。同时，基层医疗机构应多

方引进药学人才、加强临床药师培养，加快建设一

支具有临床合理用药知识和临床药学实践能力的

药师队伍。有研究表明，基层药学人员更愿意选择

去上级医疗机构进修（65.4％）和听取专家讲座

（60.1％），其 次 为 基 层 培 训 基 地 的 进 修 培 训

（57.9％）和 基 层 药 学 人 员 之 间 的 经 验 交 流

（55.4％）［13］。

3.2.2 完善工作激励机制，提高满意度和积极性

表3 基层药学人员的工作满意率/%
省份

新疆

贵州

青海

云南

山西

江西

湖南

吉林

均值a

就诊条件

78.24
39.53
45.21
60.95
72.36
73.39
54.24
73.58
62.19±
14.55

学习机会

79.17
46.51
68.49
68.57
77.24
74.31
71.19
78.30
70.47±
10.55

薪酬待遇

61.57
34.88
47.95
39.05
47.15
37.61
40.68
60.38
46.16±
10.18

职业

自豪感

82.41
46.51
69.86
68.57
68.29
76.15
62.71
81.13
69.45±
11.48

均值 a
75.35±9.36
41.86±5.70
57.88±13.11
59.29±13.96
66.26±13.25
65.37±18.54
57.21±13.01
73.35±9.19

注：a示均值的数据表示类型为 /（%，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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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

员的工作满意度不高，主要体现在对薪酬待遇满意

率低（46.16±10.18）%，其次对所在医疗机构现有诊

疗条件满意率不高（62.19±14.55%）%。且各地区的

整体满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显

示，薪酬满意度与工作积极性、工作绩效、离职意向

有相关性［14］。调动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应该能提高工作满意度。有研究表明，实

施合理的绩效考核、适当的物质和精神鼓励等激励

措施后，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自我效能感均

有明显提升［15］。

3.2.3 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助力健康扶贫

本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区基层药学人员基础知识掌

握情况存在差异，答题正确率最低的青海省（69.86±
22.90）%与云南省、山西省、江西省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答题正确率最高的山西省（84.71±
15.65）%与其他地区（除云南省）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否与各地区间医

药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政策或措施相关［16］。基层药

学人员培训项目在区域安排上，应紧密与国家扶贫

开发和对口支援相结合，定位连片特困地区和民族

地区，深入基层，扩大培训覆盖面［17］。重点提高基

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合理用药能力和水平，加强药

学人员对基本药物临床合理应用的认识，帮助基层

药学人员正确掌握基本药物知识，结合工作实际，

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提升诊疗服务质量［18-19］；引导基

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深入解读基本药物制度及相

关政策，准确领会、把握政策实质，促进政策落实。

为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药师服务实践模式，促

进药学工作更加贴近临床，努力提供优质、安全、人

性化的药学专业技术服务，提高药学人员特别是基

层药学人员的药事服务技能及药事管理能力水平

迫在眉睫［18］。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药师服务实践

模式需要基层医疗机构药学人员的参与，基层药学

人员应该把握机遇，加快提升服务能力、转变服务

模式，做合理用药的引导者和用药安全的把关人。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不是一项严谨的全

国抽样调查，而是随机选取、自愿参与的大区域多

点调查，因此调查结果不能直接扩展。但由于本研

究选取的调查区域范围广、分散度高，调查对象人

数较多，故本调查结果可基本反映现阶段我国基层

医疗机构药学人员基本情况、知识机构现状及工作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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