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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2015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做客电台
当嘉宾，瑞金医院的药剂科副主任药师石浩强
得知不少市民在用药上存在盲区，于是萌发了
传播药学科普知识的念头。

2015年正是新媒体高速发展的开始，从0
到10万粉丝，这位深耕药剂一线20多年的

“老药师”只用了半年。5年来，他几乎每天坚
持更新，赢得了72万粉丝，为千千万万的家庭
带去了合理用药的理念。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持续开展科普
是“金光大道”
记者：从事药学科普五年

多，你有什么经验之谈？

石浩强：所谓“防病胜于治
病”，唯有药学知识的普及才能
防患于未然，才能对百姓有帮
助。我清晰地认识到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唯有塑造给力的科
普团队，创造品牌，持续开展才
是做好药学科普工作的“金光大
道”。比如我们瑞金药剂科就有
一个公众号“瑞金药师讲用药”
非常火。

过去的科普，主渠道是通
过报刊、杂志的宣传，进而依托
课堂讲座的宣讲，当然偶尔也
会借助电台、电视台节目的宣
教，往往存在宣传涉及面不广、
宣传频率不够、宣传持续性不
强的问题。而如今，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社交新媒体工具的
日趋普及，让药师们有了更多
的科普渠道和手段，能够让药
学科普工作更具活力、更加新
颖。

记者：你日常工作非常繁忙，

是怎么做到每天都更新内容的？

石浩强：平时我的医教研的
工作就很繁重。但我还是抽空
平均一天更新两三篇博文。我
发表的内容代表了瑞金医院的
实力，务必精准。这让我在写作
时带有很强的使命感，绝不能误
导人。

初心
“在如何合理用药，安全

用药方面，原来有这么多人
的观念都存在误区！”

1996年大学毕业后，石浩强
成为了瑞金医院药剂科的一名
员工。从药师到主管药师再到
副主任药师，24 年的药剂科生
涯，他获得的证书、荣誉不胜枚
举。近日，在十二届全国五好家
庭暨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评选中，致力于药学科普工
作、疫情期间深入抗疫一线做防
疫科普主题宣传的石浩强一家
等荣获“全国最美家庭”
称号。

他说，自己投
身药学科普工
作的“原动力”，
源于2015年的
一次电台直播
节目。

当时，在进
入 电 话 接 听 环
节时，听众第一句
话就是，“石医生，您
好，太幸运了，电话终于
打通了。”但对方随后问出的一
连串问题，却让石浩强胆战心
惊，在他看来，这些用药习惯是
非 常 不 合 理 的 ，甚 至“ 很 危
险”。

接下来的几位听众的提问
也大多比较“低级”。从被推崇
的惊喜到听到提问的“惊吓”，石
浩强的心情经历了跌宕起伏。
这次的连线机会让他看到了民
众之间隐藏着的诸多用药“隐
患”，用药的简单道理大部分人
不了解，药物治疗靠自己、靠打
听、靠互传。

石浩强颇为感慨：“在如何
合理用药，安全用药方面，原来
有这么多人的观念都存在误
区！”事实上，我国每年有250万
人因为用错药而健康受损，最终
导致死亡的多达20万人之多，竟
是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 2
倍，即所谓“药源性”致死，这些
触目惊心的数字对他内心产生
的冲击不言而喻。就从那一刻
起，他下定决心开展药学科普。

网红
“孩子在用药时，不是缩

小化的大人，不是简单减量
就好。孕妇这个群体更不能
随意使用药。”

2015年年底，他在微博上开
通了“石浩强教你合理用药”。5
年，72万粉丝，粉丝数在全国药
学界遥遥领先。时常有来自五
湖四海的病人向他咨询药学专
业知识。

其中咨询的最多的一是儿童
用药，二是孕妇的用药安全问题。
“这个很好理解，孩子在用药时，

不是缩小化的大人，不是
简单减量就好。孕

妇这个群体更不
能随意使用药。”
石浩强说。

为了将艰
深的药学知识
转化为通俗的
知识。他还动

用了积累多年的
文学、漫画功底，

为患者绘画出一幅
幅生动形象的合理用药

海报，配合自编、自演、自录的合
理用药短视频，图文并茂地介绍
关于合理用药的一切知识。

在回答粉丝问题的过程中，
他会尽力发现大部分感兴趣的
话题。他也会捕捉热点，探究当
下公众对用药的关注点在哪里。

当然，在走向“网红”的路上
也并非一帆风顺。当初开通微
博后，因为前期做了很多准备，
粉丝很快涨到10万，但之后有段
时间遇到瓶颈期。他需要寻找
新的热点来维持热度。

有一次，他以上海市执业药
师学会药学科普专委会主任委
员的身份受邀做了一期关于药
物如何安全存储的抖音。短短
一分钟的时长，点击率高达152
万。这让他十分惊讶短视频的
传播力度。因为他在微博上点
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阅读量也
只有98万多。“这让我意识到，药
学科普的传播模式需要与时俱
进。如果仅仅依赖文字，会产生
传播瓶颈。”

石说
“神农尝百草，绝不是一

个神话。”“要写出好的科普
文章，需要到临床一线去，光
捧着一本书是写不出好的素
材的。”

“同样一款药，说明书上说
一天三次，每次一粒。有个问
题，一名200斤的男患者，和一名
80斤的小女孩患者，他们的用药
是一样的吗？”这样的问题显而
易见，对于前者来说，一次一粒
可能剂量还不够，但对于后者可
能剂量太多了。

在石浩强看来，药剂科的工
作绝对不是配配药那么简单。
应当按照个人不同的情况，为每
个病人设计个体化的给药方
案。尤其是一些高危药，不能光
看药效是否明显。而是要在不
良反应可控的前提下辩证地用
药。“我们要合理用药。不能一
味追求药效，而不考虑副作用。
即便医生开药的初衷是利大于
弊。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剂量和
方案会发生转变。毕竟个体的
差异太大了。”

而药学科普也绝对不是照
抄药物说明书，干巴巴的内容老
百姓不想看。做药学科普光有
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
具备临床医生的思维。最好是
兼具药学和医学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巧合的是，石浩强恰恰是
这样的人才。

药学知识博大精深，即便对

大部分药物的药理知识较为了
解，但他也并非对所有的药物都
驾轻就熟。当碰到陌生的药物
时，他会查阅相关文献，咨询专
科医生、各科室大咖。

如今的他除了发布微博外，
还在诸多的纸媒和自媒体平台
上设立“实话石说”专栏，定期发
布药学科普文章。

做了5年药学科普，渐渐地，
石浩强也摸索出了经验。他认
为，一篇好的药学科普文章，最好
能结合切身体会。“倘若有医生自
己生过前列腺炎，他在撰写相关
科普文时相对会写得比较到位。
再比如我自己吃过这个药，在如
何控制剂量上，就比较有话语
权。再比如我的父母、长辈也会
吃一些慢病药物，在做相关药物
的指南时，我会比较轻松。神农
尝百草，绝不是一个神话。”

在采访中，石浩强笑称自
己是一只“土鳖”，已经在药剂
科工作24年的他在一线调剂岗
位工作有18年，其间在急诊药
房工作11年，曾担任过急诊药
房组长，经历过 SARS、禽流感、
新冠病毒等“大考”。常年和医
生、患者打交道，能获得第一手
的用药反馈。“我们瑞金设有药
物咨询窗口和用药专病门诊。
有的病人因为用药产生不良反
应来退药。我会多一个心眼，
知道对方为何会产生反应，到
底是因为患者个人原因，还是
药物本身的原因。要写出好的
科普文章，需要到临床一线去，
光捧着一本书是写不出好的素
材的。”

石浩强认为，做科普要结
合一线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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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5年 从0到70多万粉丝

科普“老药师”
是怎么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