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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日本藥劑師會學術大會有感

桃園市公會診所藥師繼續教育 強化勞雇互惠

◎文╱藥師陳喬羚

在嘉南藥理大學王四切老師

引薦下，與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理事長古博仁及高雄弘

興藥局藥師曾雅聘，一同參與 10

月 8日∼9日第 50回日本藥劑師會

學術大會，並參訪社區塚原藥局

以及東京醫科大學附設醫院。

會場有醫藥器材及軟體展

示，日本藥局應用軟、硬體設計

充滿創意，也讓我們對於台灣藥

事照護系統未來方向，有了進一

步的啟發。硬體方面，藥包機小

型且多樣，有餐包或拋棄式七日

藥盒式機型可供選擇，也有內建

感應功能且能與藥局電腦和手機

連線的餐包架，讓獨居長者居家

忘了服藥時也能有藥師的關心或

手機的提醒。另外，日本因歷經

多次天然災害，為了可使災民獲

得完整的醫療照護，即發展了行

動藥局，車內備有500多種藥品，

也有包藥機可使用，其裝備相當

齊全。

軟體設計方面，保險給付

申報系統與照護系統整合，且以

病患照護為中心的設計（日本是

以 SOAP格式紀錄），填寫申報或

SOAP，也可借助資訊系統，除了

鍵盤輸入外，廠商也開發語音輸

入配合內建對應照護計畫組套，

方便資料的填入。亦有廠商在申

報系統中提供雲端資料庫，鄰近

藥局會員可由雲端分享病人的給

藥相關紀錄（須取得病患同意）。

日本並無台灣健保雲端資料庫，

故推廣「用藥手帳」，記錄民眾用

藥，若病人於領藥時提供手帳，

則可以減少費用，藥師若將病患

用藥整理於手帳，也可申請給

付，手帳內容可供藥物交互作用

等相關問題之檢視參考。

日本醫療保險藥局給付的項

目多樣，除藥費及藥師調劑給付

外，社區藥局藥師記錄所提供的

知識性服務內容，亦可申請額外

費用，落實不同工不同酬的差額

給付，且未來擬將調低調劑給付

的點值，並提高照護服務項目給

付，目的是讓藥師角色由調劑藥

品給藥，擴展至家庭藥師。

日本自 1974年頒布醫藥分業

之相關條文，歷經數十年，透過

制度的改革及增加誘因，如降低

藥價差及增加專業項目給付，使

處方釋出率逐年上升。當中不免

醫師反對，但為了整體民眾用藥

安全及品質，主管機關貫徹堅持。

在日本，藥劑師（台灣稱藥

師，日本稱藥劑師）的人數約有

288,151人，其中6成藥師投入社區

藥局，而另外4成藥師則分布在醫

院及產業界。目前全日本的藥局

共58,326家，而收受處方之分布，

有將近 7成的藥局處方來源為特

定合作的醫療機構，其 90%以上

的所得來自處方調劑，也就是這

些藥局的經營以接收處方並單純

調劑為主，這些藥局類似台灣的

合作藥局（日本稱第二藥局）。日

本醫藥分業雖醫師願意將處方釋

出，但藥局主要為處方受付，雖

不受雇於醫師，但藥師的角色僅

提供調劑，日本政府希望社區藥

師功能不僅止於此，而應提供社

區健康照護及預防保健，故目前

正積極推動「家庭藥師」的概念，

一方面希望鼓勵民眾到就近的藥

局領取處方箋藥品，而非將處方

調劑集中在院所附近，讓社區藥

師能管理民眾用藥以避免藥物治

療問題，另一方面也希望提升民

眾自我照護，減少小病就診占用

醫療資源。

同時，日本政府也賦予具

備家庭藥師及有提供健康預防的

藥局一圖張貼於藥局內期望有別

於單純調劑的藥局。然而，目前

因無完整配套以及誘因，投入健

康預防的藥局數並不多。為此，

希望可以提升合作藥局的藥師功

能，政府預計於 2025年調降調劑

點值，增加專業給付，使藥師往

提供專業服務方向前進，目標希

望全國有15,000家藥局成為家庭藥

師及健康預防的據點，讓社區藥

師擔任民眾用藥安全的守護者。

日本政府也推廣自我照護之

概念，鼓勵民眾自行購買OTC（日

本OTC分四類，第一、二類須藥

師指示），而替代就診開立同類

藥品，目前暫定策略為針對繳稅

之民眾，若每年接受健康檢查及

施打疫苗等健康促進行為者，若

購買經學名藥轉類之OTC，則依

其收入可獲得不同額度退稅之優

惠，希望可藉此減少治療此類藥

品申報。

在醫院藥師的角色部分，配

合醫藥分業的進展，目前近 80%

的門診處方釋出，而 20%的門診

處方對象為特殊製劑（如化療藥

品），須院內調劑。大部分醫院藥

師往病房與醫療團隊共同照護病

人，藥師負責服務內容包含整合

用藥、藥物治療問題之檢查及用

藥指導。此外，針對每日新入院

病人提供用藥諮詢與指導，並紀

錄。藥師已定位為提供專業服務

的醫療人員，而傳統調劑規律的

作業已多由自動包藥機分擔。

此次參訪見識到日本產品

的創意外，也讓我們對於日本藥

界的進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期望台灣的政策制度可借鏡日本

之發展，逐步落實醫藥分業，讓

藥師的角色及重要性更加深入人

心，同時也期望藥師公會全聯會

努力的推動藥事照護相關計畫可

喚起藥師的使命感，成為民眾用

藥安全的守護者。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源於今年8月13日，藥師公會

全聯會診所藥師委員會召開「全國

診所藥師主委聯席會議」，主題之

一：因醫藥分業未臻完備，擬建請

全聯會理監事會通過各縣市「設置

支援藥師平台」；與議題之一：攸

關占全國 5分之 1會員人數的診所

藥師，如何爭取應享有的「勞工合

法權益」項目。桃園市藥師公會診

所藥師委員會，即將此議題納入

本年度最重要推動事項之一。繼

而在 10月 15日，分別邀請全聯會

診所藥師委員會主委許嘉紋及副

主委林坤銘，至桃園市藥師公會

做更進一步理念闡述與指導。

桃園市藥師公會診所委員會

主委許嬋如表示，設置各縣市支

援藥師平台（含社區藥局、診所、

醫院等藥師），甚至全國支援藥師

平台，不單單「一例一休」可以適

時解套，亦可杜醫師團體要求放

寬調劑權的悠悠之口。而身為勞

方的診所藥師，經過兩位藥師的

醍醐灌頂，加上分享蒐羅近百件

Q&A的寶典做參考，將可勞雇互

惠。

桃園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謝志

忠也應邀在會中主講，呼籲會員

與時俱進，在增強增能的同時，

應積極取得居家照護藥師 Level II

資格。因應高齡化服務的趨勢，

掌握藥師在「藥事服務」方面的強

項，才不會輕易被忽視。

↑參訪東京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合影，藥劑部長明石貴雄（右三）及
原博教授（右一）。

↑日本家庭藥師證照。

←  10 月 15
日，桃園
市藥師公
會舉辦診
所藥師繼
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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