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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医药零售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医药零售行业协会、黑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黑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宝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黑龙江建柏家医药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哈尔滨市建国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哈尔滨健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七台河市亿仁百信医药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黑龙江华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上药科园信海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黑龙江普润康泰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合众医药有限公司、大庆三元至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

公司、齐齐哈尔安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大庆市鑫世一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国天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华瑞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铁力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黑河平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黑龙江众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哈尔滨宏腾医药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哈尔滨百瑞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久晨、徐晨、刘思妤、母凯、张敬、王力、张金秀、欧学海、李玉翠、张东

风、许晓峰、姚鸿飞、杨大志、吕猛、张谷、何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owy3YRm_axN0-nRGii6mmuv4MWratMIQLiPLNreTkMLFxibc7lnpM7Bpgrp81sU9mkL7Oi7ALbdPxwTi2G5lfwPzErfsZKur6elY63v8lem&wd=&eqid=96f1c6d7003fdb2c0000000262e88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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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零售药店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的管理行为，优化药店资源，提升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水

平，发挥零售药店在慢性病药品供应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药安全、有效、经济、适

当，使慢性病患者得到持续的、系统的、个性化的专业用药指导和保健服务，结合我省零售药店行业实

际，制定本文件。



DB 23/T XXXX—XXXX

1

零售药店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对零售药店从事慢性病治疗药品的经营和服务进行了规范，在人员职责与培训、规模与设施

设备、药学服务、药物警戒、医保管理以及服务评价等方面给出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经营慢性病药品的零售药店（以下简称“慢病药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慢性病

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杂，且有些尚

未完全被确认的疾病的概括性总称。

注：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是特指某种疾病。

3.2

药历

药师为参与药物治疗和实施药学服务而为患者建立的用药档案。

注：药历源于病历，但又有别于病历，是由药师填写，客观记录患者的用药方案、用药经过、药效表现、不良反应、

治疗药物监测、各种医学实验室检查数据、药师对药物治疗的建设性意见、用药指导和对患者的健康教育忠告

等内容，可作为药师掌握用药情况的资料。

4 总则

4.1 慢病药房应恪守诚信原则，保障慢性病药品质量，满足慢性病患者用药需求，弘扬积极健康的企

业文化，抵制在药店中出现封建迷信、诱导性购药标语等行为，树立慢病药房专业服务形象。

4.2 慢病药房的遴选，应遵循科学评审的原则，按照附录 A 给出的指标进行考核，考核分数应达到 120

分以上，不达标，不纳入。

5 人员职责与培训

5.1 人员配置及要求

5.1.1 从事慢性病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的人员数量应与服务规模相适应，慢病药房应设立慢病专员

岗位（可以由执业药师或中级及以上职称药师担任）。

https://www.yixue.com/%E4%BC%A0%E6%9F%93%E6%8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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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执业药师数量不少于 2 名（不包含远程审方执业药师），执业药师应配备至少一名药学专业。

具有（中）药学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含）以上学历，从事药学相关工作经验满 3 年以上。

5.2 专业技能要求

5.2.1 提供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的药学技术人员应经过规范化培训，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5.2.2 应建立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规范化培训制度及培训档案。

5.2.3 应开展以满足慢性病患者用药服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合理设计培训课程，制定培训

计划，组织实施，并对培训实施情况和培训效果进行检查评估。

5.2.4 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医疗保险、职业道德、

药学礼仪、药学专业知识、慢性病知识、药物治疗管理方法、药学信息技术应用、病种服务规范等。

5.2.5 应建立优秀慢性病管理专员成长通道，建立奖励机制，鼓励药学技术人员不断更新知识，完善

技能，提升药学服务能力。

5.2.6 药学技术人员应掌握药学和相关疾病知识以及专业服务技能，重点掌握本店慢性病常见病种和

药品用量排名靠前品种的相关医药知识；应具有文献检索和应用专业软件工具的能力，能够借助工具书、

专业应用软件和相关指南解决慢性病患者药物治疗的相关问题。

5.3 慢病药房店长岗位职责

5.3.1 全面主持店面的经营管理工作，对药品的质量管理工作负主要责任。

5.3.2 负责制定或参与制定慢性病患者用药、病种服务管理相关制度与流程。

5.3.3 负责制定或参与制定提供慢性病患者用药服务与管理人员的培训课程设计。

5.3.4 负责慢性病用药医保零售协议的实施、宣传、监督工作。

5.4 慢病专员岗位职责

5.4.1 负责参与制定和实施慢性病患者用药、病种服务管理相关制度与流程。

5.4.2 负责慢性病患者用药服务与管理人员的培训课程的实施。

5.4.3 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全过程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建立并维护药历。

5.4.4 药店顾客慢病健康监测服务，咨询康复指导。

5.4.5 组织患者教育活动。

5.4.6 慢病档案分析与管理。

5.5 慢病药房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5.5.1 负责实施慢性病患者用药、病种服务管理相关制度与流程。

5.5.2 参与药品经营管理的相关工作，如药品验收、储存与养护，药品销售与售后服务等。

5.5.3 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全过程的药物治疗管理服务，维护药历。

5.5.4 负责慢性病用药医保零售协议的执行工作。

6 慢病药房规模与设施设备

6.1 慢病药房经营

6.1.1 环境应整洁卫生，营业面积应与周围人群密集程度相适应，所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需保持与相

邻慢病药房一定距离。

https://www.guoxuemap.com/zhiz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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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经营品类、数量应多而广，尽量满足客户需求。

6.1.3 药品应有正规稳定的进货渠道，保障用药安全。

6.2 服务环境

6.2.1 药品储存环境应合格，具有与经营环境相适应的冷藏和阴凉药品储存区域、完整的冷链运输系

统，应安装 360°无死角的监控。

6.2.2 应设立药学服务咨询区，咨询区应相对私密，面积与业务规模相适应。

6.2.3 应配备供患者休息的专用服务设施。

6.2.4 应在适宜位置公示用药咨询电话、药学服务项目、服务流程和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事宜等相关内

容。

6.2.5 应配备供药学技术人员使用的专业工具书或参考材料，以及供患者阅览的科普书刊、宣传活页。

6.2.6 应具有一定面积的患者健康教育区域，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

6.3 信息系统

6.3.1 应配备与经营服务相适应的计算机硬件、系统软件、网络环境，能够满足药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的需求并可追溯，进销存、随货通行，包括进销存多个环节使用的准确性、真实性，包括药品追溯系统

建设及使用管理的统一分析功能。可支持药历管理、网上药学信息查询、药学工具软件使用等。

6.3.2 应建立并逐步完善药学服务信息系统，至少满足以下功能需求：药品基本信息查询、用药安全

信息查询、药物相互作用查询、用药指导和用药咨询记录、用药错误及不良反应记录等。

6.3.3 应建立并逐步完善电子处方管理系统，至少满足以下功能需求：登录管理、调剂（处方录入、

审核、调配）过程记录、处方查询和保存、权限控制管理等。

6.3.4 应建立并完善患者管理信息系统，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相关基本信息；用药记录；用药评估与

干预过程记录；用药指导和健康教育等药历内容，并具有保护患者隐私的措施。

7 药学服务

7.1 应建立并完善药学服务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内容应包含：用药咨询与指导、处方审核、处方调

剂、用药交待、药历书写与管理、用药回访、药学信息收集、药物及健康知识宣教等，以及相关病种的

服务规程、道德和礼仪规范等。

7.2 执业药师在处方审核、调配过程中，应遵守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医疗保险制度（长处

方），严格按照规程审核、调配药品，处方审核时发现不适宜情况，应积极进行干预，与医生沟通。不

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处方药品。对用药不适宜处方应记录并定期汇总分析。

7.3 慢病专员应对患者进行慢性病病程管理。建立慢性病患者药历，并严格保护患者隐私。对初次使

用药物的患者进行综合用药评价，对于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具备药物重整能力；辅导患者了解病情和药

物治疗方案，帮助患者了解药物不良反应的对策和注意事项；对患者用药过程进行跟踪回访管理，对用

药效果进行评估，提醒患者服药时间和药品复购时间，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逐步建立起规范化的药物

治疗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7.4 药学技术人员在向患者交付药品时，除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处方医嘱做好用药交待外，还应对慢

性病患者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进行指导并提供用药指导单，实施个性化服务，提倡提供用药标签服务，标

明药品使用的注意内容，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储存，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5 药学技术人员应对慢性患者进行保健管理，包括饮食、运动、行为等生活方式的干预与指导。



DB 23/T XXXX—XXXX

4

7.6 应制定每年的慢性病患者教育计划方案并按计划实施。

8 药物警戒

8.1 应开展药物警戒工作，建立用药监测制度，对治疗慢性病药品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监测、

分析、评估。

8.2 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用药错误和药品损害事件监测报告制度，由专人负责，发现药品不良反应、

用药错误和药品损害事件后进行分析和评估，做好相应记录，按规定程序上报。

8.3 应制定并完善与药学服务相关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用药纠纷及紧急事件处理制度。并适时开展

相关演练，定期排查相关风险点，防患于未然。

9 医保管理

9.1 应为省、市医保定点药店。严格遵守省、市医保零售协议，不得有违反省、市医保零售协议的经

营行为。应在药店醒目位置公示医保规定以及投诉电话。

9.2 应查验参保人员医保卡与所持外配处方或调取的电子处方（以下统称“外配处方”）信息是否相

符，确认信息无误后，由执业药师审核外配处方用药适宜性，经执行药师审核签名、参保人员确认后方

可调剂及出售。

9.3 信息系统应具备适应新的医保软件机构改造的能力，信息服务能力应保持医保对接水平；宜建设

先进完善的数据系统。

9.4 应严格按照外配处方开具的药品名称、用法用量调剂出售药品，确保录入并上传医保信息系统的

药品名称、用法、用量及执行天数与处方内容一致，按照处方内容，在药品包装上注明药品用法、用量

及执行天数，并告知参保人员每种药品使用的注意事项，包括适应症、禁忌症等。一次性购药超过药品

管理法、长处方规定的，告知参保人员重新开具处方，不得擅自减量。

9.5 应有专(兼)职的医保管理员，能够正确解答医保政策和医保知识，以及帮办、领办相关的医保事

项。

9.6 应有医保管理制度，其中应包括防止药品回流的预防机制、防止为慢病患者串医保卡等违规行为

机制。

10 服务评价

10.1 慢病药房应每年对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进行自我评价，行业可以组织开展综合评价。

10.2 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综合评价工作，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推荐综合评价标准和检查办法，综合评

价结果通过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布。

10.3 对于被媒体曝光，药监、医保等部门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的药店，取消慢病药房资格。被取消资

格的药店，三年之内不得申报。定期开展优秀慢病药房和优秀药师的评比工作,对于优秀的药店、药师

给予适当奖励,连续三年评为优秀的药店可以作为慢病药房示范实习基地,连续三年评为优秀药师的进

入慢性病药师师资库,定向培养,同时可以向其他药师传授先进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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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检查项目及量化指标

零售药店慢性病药品经营服务达标现场检查项目及量化指标参见表A.1

表 A.1 现场检查项目及量化指标

序

号
规范项目 编号 达标检查标准 现场检查内容和方法 分值

1 诚信建设 诚信建设
药品经营企业应坚持诚实守信，禁止任何虚假、

欺骗行为。
否决

2

一、人员

职 责 与

培训

42分

人员配置及要求

14分
1.1

从事慢性病患者药物治

疗管理服务的人员数量

应与服务规模相适应。

1.执业药师数量应不少于 2 名，且满足至少有

一名药学专业。

否决

3

2.查看执业药师资格证、注册证、毕业证以及

三年学分文件。证件齐全的得 6 分，每人缺一

项减去 1分。

6

4

3.执业药师应具有（中）药学相关专业专科及

以上学历，从事药学相关工作经验满 3 年。满

足条件加 2分，不满足每项减去 1分。
2

5

4.慢病药房应设立慢病专员岗位，慢病专员由

执业药师或中级以上职称药师担任得 3 分。由

中级职称药师担任得 1分，没有不得分。

3

6

5.药学技术人员数量应与服务规模相适应。除

执业药师外的药学技术人员达到 3 名得 3 分，

每少一名减去 1分。扣完为止。
3

7

人员培训与考核

22 分
1.2

提供慢性病药品经营服

务的药学技术人员应提

前经过规范化培训并考

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1.制定根据慢性病特点设计培训课程、制定培

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对培训实施情况和培训效

果进行回顾评估,建立培训档案。完成的得 6分，

有缺项的可减去 1-2 分。

6

8

2.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岗位职责、职业

道德、药学专业知识、慢性病知识（包括：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慢阻肺等）、

药物治疗管理（MTM）、急救措施、病种服务规

范与沟通技巧等。培训内容齐全的得 6 分，每

少一项减 1分。

6

9

3.完成培训工作后，应根据培训内容对药学技

术人员进行考核，慢病专员考核成绩达到满分

70%以上为合格，其余药学技术人员达到 60%以

上为合格。全部合格 6分，每一个不合格减去 2

分。减完为止。

6

10
4.应建立优秀慢性病管理专员成长通道，建立

奖励机制的加 2分，没有的不得分。
2

11

5.药学技术人员应具有文献检索和应用专业软

件工具的能力。能举例使用文献检索和专业软

件工具的得 2分，否则不得分。

2

12
岗位职责与管理

制度
1.3

药店从业人员应有相应

的岗位职责。
建立慢病药房店长岗位职责，并认真履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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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规范项目 编号 达标检查标准 现场检查内容和方法 分值

6 分 （岗位职责应包含内容

见 5.3-5.5）13 建立慢病专员岗位职责，并认真履行。 2

14
建立慢病药房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岗位职责，并

认真履行。
2

15

二、规模

与 设 施

设备

41 分

药店环境

31 分

2.1 药店经营

1.营业面积，查看药店营业场所产权证明或租

赁合同，药店实际营业面积达到 60、70、80

㎡（根据所在地属于一类、二类、三类地区情

况确定）以上的得 6分。低于不得分。

6

16
所处位置根据实际情况需保持与相邻慢病药房

一定距离。
否决

17

药品经营品种低于 1200 种，不得分；达到 1200

种，得 1 分；每增加 500 种（含），加 1分；最

高得 5分。

5

18
药品应有正规稳定的进货渠道，保障用药安全

可及。
否决

19

2.2 服务环境

环境整洁卫生，防鼠、防虫设备齐全，门头牌

匾清晰显著。宣扬企业文化是否积极健康。以

上符合得 2 分。如有封建迷信、诱导性购药标

语可减去 1-2 分。

2

20

门店商品分类陈列摆放，做到整齐有序。药店

应设置相应的冷藏、阴凉区，具有温湿度检测

设备并制定温湿度设备使用、自检制度。齐全

的得 3分，酌情可减去 1-3 分。

3

21

根据经营需求建立并逐步完善冷链运输系统，

同时应安装360°无死角的监控。齐全的得3分，

酌情可减去1-3分。

3

22

2.3 专区设置

1.设立药学服务咨询区，咨询区应相对私密，

面积与业务规模相适应。有咨询区且具有隔离

措施的得 3分，可酌情减去 1-3 分。
3

23
2.店内应配备供患者休息的专用服务设施。有

的得 3分，没有不得分。
3

24

3.在适宜位置公示用药咨询电话、药学服务项

目、服务流程事宜等相关内容。有的得2分，不

全的减去1分。没有不得分。

2

25

4.配备慢病相关的工具书或参考书籍。供患者

阅览的科普书刊和宣传资料。有的得2分，没有

不得分。

2

26

5.设立慢病药学服务患者教育专区。有患者教

育专区的加2分，患者教育区域和休息区合二为

一的得1分，没有不得分。

2

27

信息系统

10 分

2.4

应配备与经营服务相适

应的硬件、系统软件、

网络环境。

可支持药历管理、网上药学信息查询、药学工

具软件使用等。满足计算机系统要求的得2分，

不能满足的不得分。

2

28 2.5
应建立完善药学服务信

息系统。

至少应满足以下功能需求：药品基本信息查询、

用药安全信息查询、药物相互作用查询、用药

指导和用药咨询记录、用药错误及不良反应记

录等。满足以上功能的得3分，可酌情减去1-2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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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规范项目 编号 达标检查标准 现场检查内容和方法 分值

29 2.6
应建立并完善电子处方

管理系统。

至少满足以下功能需求：登录管理、调剂（处

方录入、审核、调配）过程记录、处方查询和

保存、权限控制管理等。满足以上功能的得3分，

可酌情减去1-2分。

3

30 2.7
应建立并完善患者管理

信息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患者相关基本信息；用药记录；

用药评估与干预过程记录；用药指导和健康教

育等药历内容，并具有保护患者隐私的措施。

满足以上功能的得3分，可酌情减去1-2分。

3

31

三、药学

服务

45 分

管理制度

8 分
3.1

药学服务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

内容应包含：用药咨询与指导、处方审核、处

方调剂、用药交待、药历书写与管理、用药回

访、差错处理、药品不良反应登记和报告等。

齐全加8分，每少一项减去1分。

8

32

用药指导

37 分

3.2 执业药师处方审核

抽取1份纸质或者电子慢性病患者处方，检查处

方审核时是否发现不适宜情况，是否积极进行

干预，与医生沟通。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处

方药品。对用药不适宜处方应记录并定期汇总

分析。处方审核合规的加8分，如有审核差错不

得分。

8

33

3.3
慢病专员应对患者进行

慢性病病程管理。

抽取1份慢性病患者药历，药历内容应包括：患

者的基本信息、家族史、疾病史、用药史、嗜

好、过敏史、实验室检查结果、用药记录、不

良反应记录、自我监测指标数据、药物相关问

题、用药干预、用药指导、健康教育等内容，

并进行动态跟踪管理，定期回访，并严格保护

患者隐私。齐全的得9分，酌情减去1-8分。

9

34

慢病病程管理应包含：对于服用多种药物的患

者具备药物重整能力；辅导患者了解病情和药

物治疗方案，帮助患者了解药物不良反应的对

策和注意事项；对患者用药过程进行跟踪回访

管理，对用药效果进行评估，提醒患者服药时

间，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逐步建立起规范化

的药物治疗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以上齐全的

得9分，酌情减去1-8分。

9

35

3.4

药学技术人员在向患者

交付药品时应进行用药

指导。

模拟药学技术人员向患者交付药品场景，是否

能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处方医嘱做好用药交待

外，还对慢性病患者实施个性化服务，提倡提

供用药标签服务，标明药品使用的注意内容，

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储存，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能全面做到加5分，根据情况可适当扣除1-5分。

5

36

药学技术人员应对慢性患者进行保健管理，包

括饮食、运动、行为等生活方式的干预与指导。

能全面做到加2分，根据情况可适当扣除1-2分。

2

37 3.5
应制定每年的慢性病患

者教育计划方案，

面向慢性病患者的公众讲座（应包含：慢性病

知识、医保知识、安全用药、急救措施等）每

年不少于10次。为让多病种人群受教育，每次

应有不同主题。不少于10次得4分，可酌情减去

1-3分。未进行不得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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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规范项目 编号 达标检查标准 现场检查内容和方法 分值

38

四、药

物警戒

6分

药物警戒管理

6 分
4.1

建立用药监测制度

开展药物警戒工作，建立用药监测制度，对治

疗慢性病药品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监测、

分析、评估。制度齐全加2分，否则不得分。

2

39
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报告制度

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用药错误和药品损害事

件监测报告制度，由专人负责，发现药品不良

反应、用药错误和药品损害事件后进行分析和

评估，做好相应记录，按规定程序上报。制度

齐全加2分。否则不得分。

2

40

制定并完善与药学服务

相关的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

应制定并完善与药学服务相关的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用药纠纷及紧急事件处理制度。并适时

开展相关演练，定期排查相关风险点。制度齐

全加2分。否则不得分。

2

41

五、医保

管理

16分

管理要求

16 分

5.1
医保定点药店。并医保

信息公示。

一年内是否有违反医保和商保报销规定的经营

行为。
否决

42
申报门店获得医保定点资格 1-2 年的得 4 分，

定点 2年（含）以上的得 6分。不得低于 1年。
6

43
公示医保规定以及投诉电话的加 1 分，无此项

内容不得分。
1

44 5.2

应查验参保人员的社会

保障卡、门诊特殊慢性

病证、与所持外配处方

或调取的电子处方信息

是否相符后，再进行调

剂及出售。

药学技术人员根据任意处方模拟医保结算过

程，全程熟练、合规的得 2 分，可酌情减去 1

分。

2

45 5.3

应严格按照外配处方开

具的药品名称、用法用

量调剂出售药品，确保

录入并上传医保信息系

统的药品名称、用法、

用量及执行天数与处方

内容一致。

抽取1个慢性病医保交易记录，一次性购药量应

在药品管理法、长处方规定的数量内。交易合

规得2分，否则不得分。

2

46 5.4 完善的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应具备适应新的医保软件机构改造的

能力，信息服务能力应保持医保对接水平，完

成的加 1分，达不到要求不得分。

1

47 5.5 医保管理员。

应有专(兼)职的医保管理员，能够正确解答医

保政策和医保知识，以及帮办、领办相关的医

保事项的加2分。

2

48 5.6 应有医保管理制度。
其中应包括防止药品回流的预防机制、防止为

慢病患者串医保卡等违规行为机制。
2

注1：指标共计 48项，其中设定否决项 5 项。

注2：达标检查结果判定标准为：满分 150 分，及格不低于 120 分。



DB 23/T XXXX—XXXX

9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5号

[2]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 国办发〔2017〕12号

[3]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

[4] 《零售药店经营服务规范》SB/T 10763-20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5]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管理的通知》 黑龙江省

医疗保障局2019年8月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则
	5　人员职责与培训
	5.1　人员配置及要求
	5.2　专业技能要求
	5.3　慢病药房店长岗位职责
	5.4　慢病专员岗位职责
	5.5　慢病药房其他药学技术人员岗位职责

	6　慢病药房规模与设施设备
	6.1　慢病药房经营
	6.2　服务环境
	6.3　信息系统

	7　药学服务
	8　药物警戒
	9　医保管理
	10　服务评价
	（规范性）
	现场检查项目及量化指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