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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世民诗文选编：上善若水》收载了1977年至2012年4月期间我写的部分诗歌和发表的文章。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篇收录了58首诗歌，分类归于钟情校园、依恋医药、游览河山、怀念父辈、感
悟人生项下。
第二篇为文章，依次分为学科建设、采访约稿、药苑科普、药学人物、他山之石、贺信致辞、体会建
议等栏目。
其中，学科建设栏目收集了13篇有关药事管理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工作实践和体会的文章，内容包
括开设药事管理学课程的必要性，药事管理学教学探讨，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专题)的体会，药事管
理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建议，指导药事管理学研究生的探讨，药事管理学课程基本要求、教学大纲、教
材建设的研讨以及加强药事管理学科建设的建议等方面。
采访约稿栏目收集了8篇有关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药品分类管理工作、基本药物管理的文章。
第三篇回顾历史栏目收录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药学事业的关怀和期望”文稿，以记事的形式记录了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药学事业的题词、视察药学工作和参加有关活动，签署发布管理药品的法律法规文
件以及对药学工作的指示。
第四篇为发表的教学、科研论文题录。
第五篇为出版的教材、著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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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诗歌钟情校园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课程三访复旦2010年工作小结忆成都，华西情参观西南
联大旧址为清华大学高级研修班授课祝贺药学系87级同学毕业20年药学楼前白玉兰依恋医药认采中草
药药事管理20年庆祝中国药学会成立100周年2007年世界药学大会盛况访问台湾祝贺《西北药学杂志》
被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第五版药事管理学教材定稿会药都毫州参加建立国家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有关
工作纪实游览河山秦始皇陵夜观春游终南山参观秦兵马俑博物馆河南之行(四首)游峨眉山南海观日出
访问京都八拜都江堰月夜寻访朱张渡口晨游北海公园乘坐郑西高铁外婆桥家品火锅看小美人鱼铜像雨
中登缙云山健身梯醉在金鞭溪乘飞机观云(两首)游览青岛奥帆中心敬谒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傍晚到南
京雨中徒步走西湖长沙记事飞机上遥望天山博格达峰苏州感怀参观孙中山故居翠亨村傍晚乘飞机观外
景初次去北京汉中三月好风光怀念父辈悼念姑父牛汉璋教授悼念伯父怀念父亲纪念岳父诞辰110周年清
明祭祖感悟人生生日读“郑板桥的故事”有感记得当时年纪小那根拉山口漫步辛卯年春节陪母亲聊天
家风女儿婚礼记事五十五岁悟人生参观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展第二篇 文章学科建设药事管理学应
列为高等药学教育的必修专业课程《药事管理学》教学探讨论我国高等院校药事管理学师资队伍的建
设指导药事管理学毕业设计的探索培养药事管理硕士研究生的探索21世纪药事管理学课程基本要求探
讨21世纪药事管理学教学大纲研究论我国药事管理学科的建设我国药事管理学科建设与展望从执业药
师资格考试谈我国药事管理学教学改革2006～2007年药学学科发展报告--药事管理1988～1992年陕西省
药事管理研究进展我国药事管理学教材建设的探讨采访约稿制定中国执业药师法的建议--《中国药师
》杂志约稿谈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接受医药经济报记者采访试论我国执业药师工作的现状及发展
对策--中国医药报约稿我国实施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成就及其发展建议--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专题采
访谈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接受陕西经济广播电台记者采访谈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企业的发展--
与研究生宿凌一起接受中国医药报记者采访对我国零售药店凭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的认识与建议--中国
药房杂志约稿提高全民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度及依赖度的建议--中国药房杂志约稿药苑科普中药制剂的
新技术--微型包囊滴丸在中药制剂上的应用谈谈临床药学(上)谈谈临床药学(下)胡雪岩和胡庆余堂为什
么古代把药物称作“本草”酒与医药漫话药物剂型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世界上最早由官府开办
的药店漫话道地药材用人名命名的中药片剂今昔陕西传统中成药漫谈特殊管理的药品漫话药店标志本
草溯源火对原始人类卫生保健的作用药学人物陕西药学事业的先驱者程锡龄先生陕西制药工业和药学
教育的创始人薛道五先生药学专家吴家骥教授医院药学家王玉琦主任药师药用植物学专家胡正海教授
生药学专家吕居娴教授药事管理专家裘雪友高级工程师他山之石美国药学院校管理概况新加坡国立大
学高级医院管理研讨课程教学见闻注重品质就是对亲人负责--比利时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的成功理念贺
信致辞祝贺彭司勋院士90寿辰辛勤耕耘丰硕收获--祝贺《西北药学杂志》创刊10周年热烈祝贺《中国
药事》杂志创刊10周年2004年陕西省药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致辞2004年陕西省药学会学术年会闭幕式
讲话陕西省药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式讲话在《中国药房》杂志第六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体会建议终生不忘10句话对改进药学专业教学的几点意见开展成人药学教育的体会加强毕业设计
教学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评《青海药史》对制定“中国执业药师职业道德准则”的建议第三篇 回顾历
史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药学事业的关怀和期望第四篇 发表的教学、科研论文题录第五篇 出版教材、著
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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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国家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将“药事管理与法规”
列为必考科目，国家组织专家编写了考试大纲及《药事管理》、《药事法规汇编》应试指南。
1995—2001年，有199905人报名参加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考试，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为151138人。
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取得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共计有78700人。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实施，使近20万名药师系统地学习了药事管理和药事法规的内容。
经过学习、培训、考试、注册后继续教育，他们熟悉了药事管理的知识，掌握、熟悉了药学专业法律
、法规，了解了药学相关的法规，强化了依法管药、依法生产、经营药品、保证药品质量的意识和能
力。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推行也促进了医药院校药事管理的教学科研工作，使人们更加重视药事管理
学科的发展。
以前，未成立教研室的学校成立了教研室，未配备专职教师的配备了专职教师。
有的学校增加了该课程的学时数，有的将该课程从选修课改为必修课。
3.药事管理学科趋于成熟的几个方面 （1）建立了一支结构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
据《中国药学年鉴》2000年卷对全国59所高校的统计，已有药事管理学教师107人（其中教授11人，副
教授31人），占药学类专业教师人数的5.3％。
（2）药事管理学教材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
供研究生、本科生、高职高专各层次药学生使用的药事管理学教材已有6～7种。
其中吴蓬教授主编的卫生部规划教材《药事管理学》（第二版），杨世民教授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
校药学类本科教材《药事管理学》，杨世民教授主编、苏怀德教授主审的全国医药院校高职高专教材
《药事管理学》，邹延昌教授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医药系列教材《药事管理学》均已出版使用
，保证了药事管理教学的需要。
（3）研究生培养有了明显的进展。
截止2002年，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沈阳药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药学院5个学校已招收药事管理研究方向的研究生40余人。
其中20余人获得了硕士学位，目前在读20余人。
中国药科大学还举办了药事管理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班，招收在职药品监督管理干部进行培养。
（4）药事管理科研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
药事管理学教师和药政管理干部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级教育厅、卫生厅、劳
动保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药学院、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北京大学药学院等院校作了较多的工作。
研究内容涉及到药品监督管理法制化建设的研究，执业药师立法基础调研，执业药师考试内容、试题
的研究，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制度的分析研究，我国新药法律体系的研究，药学教育改革的研究，药师
作用、地位的研究，药剂科科学管理方法的探讨，药物经济学研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研究，医
院药物利用与合理用药的研究以及药品生产、经营质量管理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不仅为政
府部门制定法律、法规提供了参考依据，还对药事管理实践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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