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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医院药学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截至

2020年2月18日全国发布或发表的指导原则、防控策略与诊疗方案，重点对医院药学部分进行分析和提炼，为

疫情期间我国医院药学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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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
nCoV）最初因湖北省武汉市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

例而被发现［1］，截至 2020年 2月 18日全球已累计确

诊患者 7万余例，并导致 2000余例患者死亡。2020
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

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

新冠肺炎［2］，2月 11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其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随后国家

卫健委也将NCP修订为 COVID-19。与此同时，国

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ICTV）则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正

式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
CoV-2）［3］。SARS-CoV-2感染在中国已纳入乙类传

染病，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目前，我国 COV⁃

ID-19疫情防控与诊治形势严峻复杂，医疗疫情防控

工作压力巨大，作为医疗团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医

院药学人员同样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近日，国内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学术组织和医疗

机构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案，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针对疫情的防控进行了指导。本文旨在梳理和总

结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截至 2020年 2月 14
日），国家卫健委、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

相关部门、全国学术组织、各级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机

构发布或发表的相关指导原则、防控策略与诊疗方案

中的药学部分内容，以期为疫情期间我国医院药学人

员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1 不同来源的防控策略与指导方案

1. 1 国家卫健委

国家卫健委在COVID-19疫情蔓延以来，随着对

疾病认识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已将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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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方案更新至试行第六版，方案对疾病的病原学特

点、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特点、诊断标准、临床分型、鉴

别诊断、病例报告的发现与报告、治疗、解除隔离和出

院标准、转运原则和医疗机构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共11
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和推荐［4］。医院药学人员应在充

分学习方案各部分内容的同时，重点关注各阶段的药

物治疗方案，包括抗病毒药物（如 α-干扰素、洛匹那

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磷酸氯喹和阿比多尔）、抗菌

药物、其他药物（糖皮质激素、肠道微生态制剂、血浆）

以及中药（包括中成药、中药注射剂和中药饮片）。

国家卫健委同时也发布了一系列疫情期间医务

人员防控技术、医用防护用品使用和医疗废物处理指

南［5-7］，以帮助医护人员在特殊时期强化防护意识并

落实防控措施。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还可探索开展

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8］，逐步尝试开展在线药物

咨询服务和用药宣教工作，以减少患者在特殊时期来

院次数，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另外，国家卫健委关注疫情期间医务人员心理健

康，出台了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9］，该文件为

医院药学人员，尤其是一线药师和管理人员，提供了

科学和积极的心理指导建议。

1. 2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相关部门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

简称卫健委）发布了COVID-19疫情防控工作建议。

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编写的医务人员防护指南中，描述

了根据暴露风险进行的分级防护、防护用品选择以及

防护建议［10-11］，医院药学人员工作岗位种类较多，在

疫情期间的暴露风险也不尽相同，可参考该文件进行

合理防护。河南省卫健委组织制定的感染防控流程

中设立了药事管理感染防控流程专题，介绍了药品不

良反应/事件收集上报、发热门诊药品调剂、门（急）诊

药品调剂、住院部药品调剂以及药库工作流程。

北京市、四川省和浙江省药学或药事管理质控中

心发布了疫情期间医院药学人员的工作建议，包括了

加强药学人员感染防控培训、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制

定药物目录、保障药品供应、特殊药品管理、特殊时期

长处方模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治疗药物探索、超说

明书用药管理、合理用药与临床药学服务、捐赠药品

管理和应急预案制定等方面内容，为各医院药学部门

在疫情期间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防控方案提供

了建议［12］。

北京市和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疫情期间

的中医药防治方案，在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药师应关注各功能

主治下的药学监护要点，以及与西药合用时潜在的相

互作用和用药风险等环节［13-14］。

1. 3 国际药学组织

国际药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FIP）高度关注疫情发展，委托中国药学会

编译了《2019-nCoV暴发：适用于药师和药房工作人

员的信息与试行指南》（Coronavirus 2019-nCoV
outbreak： information and interim guidelines for
pharmacists and the pharmacy workforce）［15］，该指

南的内容包括医院药房和社区药房在疫情中的责任

与角色、SARS-CoV-2（发布时名称为 2019-nCoV）
的暴发、临床表现、治疗、药品、设施和设备的保障供

应以及感染预防，药学部门主导的活动以及可靠的资

源参考等多方面内容，为我国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应

对COVID-19疫情提供了参考。

1. 4 全国各级学术组织

全国各级医疗相关学术组织积极响应，组织多方

力量撰写或编译了各专科领域内权威的诊疗和管理

建议。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表了儿童人群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与防治建议（试行第一版），该文

对儿童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持谨慎态度，建议洛匹那

韦/利托那韦用法可参照抗艾滋病疗法，利巴韦林用

法可参考重症腺病毒肺炎疗法，瑞德西韦与阿比多尔

等药物的疗效尚待评价，糖皮质激素和免疫球蛋白应

用于儿童重症患者需权衡利弊，不建议儿童使用中药

类注射制剂［16］。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指出，目

前尚无证据表明药物能够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

建议使用药物进行预防［17］。

2020年2月6日，中国药学会组织相关单位和专

家，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院药学工作指导与

防控策略专家共识（第一版）》，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相关背景、临床表现与诊断、治疗、医院药学防控

策略、医院药学工作指导、关键药品、设施和设备保

障、特殊情况下药品的管理与使用等方面，较为全面

地为医院药学人员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信息支持［18］。

2月14日，中国药学会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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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药学工作指导与防控策略专家共识（第二版）》，对

第一版指南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更新。另外，中国药学

会也发布了《零售药店工作指导与防控策略专家共识

（第一版）》。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循证医学分会和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课

题组联合发表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

的肺炎诊疗快速建议指南（标准版）》［19］，该指南通过

循证制定并明确了证据等级（GRADE分级）与推荐级

别，药物治疗部分较为详细地总结了抗病毒药物治疗

（如α-干扰素：弱推荐；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弱推荐），

提出抗菌药物治疗需根据病原学证据降阶梯治疗，全

身性使用激素治疗应谨慎（病情进展快或重症者酌情

使用甲泼尼龙：弱推荐），其他药物治疗方案（包括发

热、减少应激性溃疡和胃肠道出血率、减少肺部腺体

分泌和改善呼吸功能、减少静脉栓塞率），中医中药治

疗方案以及重症患者治疗方案等内容，为临床药师与

临床医师共同制定COVID-19治疗方案提供了循证

证据和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儿科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

SARS-CoV-2感染流行期间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应

急准备方案指出，对于疑似或确诊的新生儿药物治疗

方面，抗病毒治疗疗效尚不确定，避免盲目或不恰当

使用抗菌药物，对于重症患儿表现为“白肺”的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可考虑大剂量肺表面活性物质、一氧化氮吸

入，糖皮质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的应用值得重视并需要

继续探索［20］。湖北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和广东省医

学会儿科分会分别编写的儿童 SARS-CoV-2感染诊

疗建议和共识中对药物治疗做出了推荐，如危重症患

儿的抗病毒治疗参考成人用药，轻症选用干扰素雾化

（新生儿除外），糖皮质激素除非特殊原因，应避免常

规使用，轻症患儿不建议使用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

蛋白，若发生全身严重炎症反应或病情进展者，可选

择使用［21-22］。

1. 5 医疗机构

全国各医疗机构为应对疫情，结合本医院实际管

理与救治情况编写了 SARS-CoV-2感染的防控方案，

疫情防控工作前线以及赴前线支援医疗机构的方案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相继

发布了 SARS-CoV-2感染防控策略与方案推荐，在一

定程度上提供了疫情前线的药物治疗经验，除了目前

普遍认可的抗病毒治疗方案、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

和中医药治疗使用方案等，两家医疗机构的方案对抗

微生物治疗有更加具体的描述，如同济医院提及了经

验性抗微生物治疗的试行方案（奥司他韦、阿比多

尔），协和医院将抗病毒+抗肺炎链球菌+抗金黄色葡

萄球菌作为推荐的核心方案等［23-24］。另外，同济医院

发布了COVID-19肺炎的中医诊疗及预防方案［25］，对

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的中医药部分进行了细化和

补充。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药学部门和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药学部分别发布了医院药学岗位人员的防护策

略，对医院药学人员的防护级别、防护装备的脱穿顺

序以及工作前、工作期间与工作结束后的防护和消毒

原则进行了描述［26-27］。

北京协和医院发布的COVID-19诊治方案，结合

了既往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

诊疗经验，提出可酌情应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进行

抗病毒治疗，糖皮质激素与静脉用免疫球蛋白可尝试

在重症患者中早期、短程地使用，以迅速逆转炎症

风暴［2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组建了临床专家与方法学专

家委员会采用的循证方法共同制定了 SARS-CoV-2
感染院内防控的紧急推荐，并明确了证据等级

（GRADE）分级与推荐等级［29］，为医院药学管理人员

的疫情防控策略（如组建应急指挥系统、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防护、环境消毒、隔离和探视制度等）提供了

参考。

四川省人民医院制定了抗 SARS-CoV-2药物合

理使用与药学监护要点，主要探讨了洛匹那韦/利托

那韦和α-干扰素的指南推荐、用法用量、疗效评价指

标、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对实验室指标的

影响和药学监护注意事项等内容［30］，为一线医务人员

提供了药物治疗相关的信息支持。

1. 6 其他公开发表的医院药学研究

随着COVID-19疫情不断发展，医院药学人员持

续关注到实际诊疗工作中的药学需求，并以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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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如临床药物治

疗、治疗药物使用、治疗药物监测、营养支持及监护、

药品调剂实践、静脉用药调配、特殊人群用药、药师参

与的药学服务和药学应急保障等方面［31-41］，以期从医

院药学各个角度对现行防控和治疗方案进行补充和

完善。

2 从医院药学角度出发，对各防控策略、指导

方案的分析

2. 1 药物治疗方案

本文纳入的方案中，有关药物治疗的部分总结见

表1，目前临床与文献证据提示，在尚无确证有效的抗

病毒药物治疗方案的情况下，α-干扰素和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被较多推荐，是否联用利巴韦林尚存在争

议；国家卫健委COVID-19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

新增推荐磷酸氯喹；阿比多尔、奥司他韦和瑞德西韦

的使用尚缺乏确证的临床经验；抗菌药物治疗的使用

原则普遍谨慎，除有明确病原学证据外，不应盲目联

合广谱抗菌药物；糖皮质激素和人免疫球蛋白主要尝

试应用于病情进展的危重症 SARS-CoV-2感染患者，

但目前用法仍存在一定的争议，需权衡利弊，谨慎使

用；中医药在COVID-19治疗中被普遍推荐，应结合

表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综合诊疗方案中药物治疗部分汇总

方案名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

六版）［4］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2019-nCoV）感

染的肺炎诊疗快

速建议指南（标准

版）［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快速

指南（第三版）［23］

武汉协和医院处置

2019 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策略及说

明［24］

北京协和医院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建

议方案（V2.0）［28］

儿童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诊断、治疗和

预防专家共识（第

一版）［16］

发布机构

国家卫健委办公

厅、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办公室

中国医疗保健国

际交流促进会

循证医学分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中华医学会儿科

学分会、中华儿

科杂志编辑委

员会

发布

时间 a

2020/
02/18

2020/
02/02

2020/
01/30

2020/
01/21

2020/
01/30

2020/
02/09

抗病毒药物

α-
干扰

素

+

+

+

-

-

+

洛匹那

韦/利
托那韦

+

+

+

-

+

+

利巴

韦林

+

-

-

-

-

+

阿比

多尔

+

-

+

-

-

-

奥司

他韦

-

-

+

-

-

-

抗菌

药

物 b

+

+

+

+

+

+

糖皮质

激素

（甲泼

尼龙）

+

+

+

-

+

+

人免

疫球

蛋白

-

-

-

-

+

+

中药

中成

药

+

+

+

-

-

+

注射

剂

+

+

+

-

-

-

饮片

+

+

+

-

-

+

其他

药物

-

+c

-

+d

-

-

注：a均为网络发布或发表时间；b各方案推荐抗菌药物不尽相同，总体包括针对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抗菌药物（如二代头孢菌素类、氟喹诺酮类和大

环内酯类等）；c包括发热对症、减少应激性溃疡和胃肠道出血率、减少肺部腺体分泌和改善呼吸功能、减少静脉栓塞率、重症患者治疗等信息；d包

括发热对症处理与咳嗽咽痛的治疗；+表示推荐；-表示未提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新增推荐磷酸氯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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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当地气候特点和体质差异辨证论治；其他药物

治疗（如对症治疗）则较少提及，可参考诊疗常规并结

合患者自身情况合理应用。

2. 2 医院药学工作开展建议

对于医院药学人员，疫情防控期间应在关注各种

指导原则、防控策略与诊疗方案的同时，结合自身药

学工作岗位特点，快速并准确地找到相关工作指导。

本文汇总的药学信息为医院药学应对疫情的防控工

作提供了有效的证据支持。医院药学人员在掌握必

备疫情防控知识的基础上，尚需根据职责和岗位特

点，对相应工作指导进行重点研读，如对于药事管理

人员应重点关注疫情期间的药事支持、人员管理、防

控措施、药品供应与应急保障等信息；对于临床（中）

药师，应重点关注各诊疗方案中药物治疗、药学监护

与药学服务部分；对于药品调剂人员应重点关注疫情

期间的工作防护和患者安全；静脉配液中心工作人员

应重点关注输液治疗安全；对于药学实验室人员应重

点关注职业暴露防护和实验室生物与安全管理等。

2. 3 信息更新

基于目前发布或发表的文献，国家卫健委及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管理部门发布的文件多为纲领

性和指导性的，学术组织和医疗机构应根据具体工作

要求和不断更新的有效信息，将医院药学防控策略与

诊疗方案落到实处。随着疫情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和

研究的深入，医院药学人员需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变

化和研究的发表，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及时更新防控

策略与诊治方案。

综上所述，本文从医院药学的角度出发，汇总和

分析了我国目前发布或发表的指导原则、防控策略与

诊疗方案，为疫情防控期间医院药学人员开展工作提

供了有效的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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