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的个别的 活动 很多药师与病人的治疗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
。

年代后半时
, ,沉生 了

一种新业务
,

被称为 面向病人的临床药学或叫做临床药物情报活动
。

根据新业务的发展
,

证

明 活动在病人的治疗中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

。年代的 活动
,

具有以下的要点
,

即 活动最初进行的业务主要是为药学和治疗学委

员会进行调查
、

编辑药品集
、

药物汇报
、

讲座等
。

其后
,

活动面向特定病人的药物疗法
,

即临床药学
。

通过这样的业务变化
,

医师与药师
,

药师与护士之间建立了与以前不同的关系
。

专业之

间的关系不再那样淡薄了
,

许多医师和护士为达到改善病人的药物疗法这个共同目的而 与临

床药师密切协作
。

“
药师要想适应临床环境

,

就应当从传统的在药局内完成比较被动任务的药局业务中解

脱出来才好
。 ”

参考文献 篇略

〔掘冈正义 《病院药局学 》  日文 〕

金 进 摘译 张紫洞校

国 外 药 学 期 刊 杂 志 简 介 一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 张紫洞

为了早 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一个关键问题
。

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

财富
,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
,

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国际上最新的科技成就
,

吸

取其精华
,

这确是促使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

然而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引进现代

化技术的同时
,

怎样才能以
“
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
”
为基础

,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有分析
、

有批判地学习
,

通过消化
、

吸收
,

适时而确切地做到
“
洋为中用

” 呢 无疑地
,

建立周密的

“图书
—

情报
” 网络系统

,

加强文献资料的检索能力
,

提高科技人员的查阅效率
,

充分 了

解和掌握国外科技的发展动态
,

实是一种不 可轻视的措施
。

城

一
、

科技文献的增长

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

工农业的突飞发展
,

科技文献必然随着急剧增长
。

以科技期

刊为例
,

一百年前全世界也不过 种
,

五十年前约有 种
,

及至七
一 舀

年代初
,

个界 ! 征

一 一



一年就出版科技图书 万种
,

科学杂志 万余种
,

科技论文 万篇
。

其他各种齐样的会议文

集
、

研究报告
、

专利文献
、

政府出版物尚未计在内
。

全世界现在究竟出版了多少种期刊
,

由

于每年的增减变动
,

很难精确统计
,

即以著名的 《乌尔利希氏国际娜刊指南》 一 年第

版收载的期刊而 言
,

约为
,

余种
,
《标准期刊指南》 年第 版共编入了

,

余

种
,

数字虽然保守点
,

但却是较为可靠
。

收载的论文数每年约增加  
,

可 以说只要

年的时间就会增长一倍
。

再具体点说
,

以 《化学文摘》 收载的文献件数为例
,  年为

万件
,  年为 万件

,

及至  年则为 万件
。

如果将如此数 目巨大
、

内容繁多

的期刊杂志
,

形容之为
“
汗牛充栋

” 、 “
浩如烟海

”
并不为过

。

再就医药文献的数量来看
,

世界出版的期刊数和发表的论文数目最多的是 医学
,

其次是化学和农业
。

根据 日本国会图书

馆的报告
,

在 年日本出版的科学杂志
,

种之 中
,

工科占
,

种
,

自然科学占 心种
,

农业科学占
,

种
,

医学占 种
,

而医学中药学和治疗学则占 种
,

可见一般
。

括
二

、

科技交献使用的语言

奋

全世界这许多期刊中发表的论文
,

究竟使用何国语言为多呢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

计 年 表明
,

科技文献中 为英文
,

 为德文
,

为俄文
,

为西班牙文
,

为日文
,

还有其他语言占
。

至于在化学
、

医学领域中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文占统治地位
,

战后由于苏美两霸争取

世界势力范围的影响
,

英语和俄语作为学术用语 已占支配的地位
。

甚至 自荷兰起以至北欧诸

国的出版物中使用英语亦很普遍
,

德国的出版物用英语者亦不少 在 日本刊物中
,

编索引从

来习惯是 以德语为主
,

战后也逐渐由英语取而代之
。

从   年 《化学文摘》 所摘录的原始论

文的语种来看
,

其比例为 英文
,

俄文
,

德文
,

法文
,

日本

及至 年的比例则为 英文
,

俄文
,

德文
,

法文
,

日文
,

其

他 种语言占
。

因此
,

从上述数字来看
,

如果一个药学或化学科技工作者
,

只是限于阅读 以英语出版的

文献
,

那么他就会失去世界上约半数的化学情报资料
。

所以说
,

无论从事药学教育
、

科研或

生产的科技人员
,

若能掌握一门以上的外国语
,

那就更能开阔眼界
,

如虎添翼
,

工作效率和

科研成果自会更高更多些
。

三
、

美
、

英
、

日
、

苏四 国主要药学期杂志内容介绍

奋
现在的药学与医学和化学等有密切的关系

,

再加上边缘学科
,

在期刊的品种上为数是很

多的
。

毫无疑问
,

一个人要想
“
博览群书

” ,

确非力所能及
,

也无必要
。

因为总有些期刊发

表的文章密度比较大
,

代表着一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

文献寿命比较长 , 同时借阅率和引

用率也 比较高
,

亦即属于一些重点刊物或称之为
“
核心期刊

” 。

例如
,

全世界医学专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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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约为 多种
,

而堪称为核心期刊的数目不过 多种
,

那么我们有重点地
、

充分地 杏

阅这些期刊物
,

亦可借此
“
窥其全豹

” ,

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

下面仅就美
、

英
、

日
、

苏等国

出版的主要药学期刊较详细地介绍
,

以供检索时的参考
。

一 文摘类
  ! ∀一,

文摘是一种综合性的情报刊物
,

它把大量而分散的并用各种语言写成的文献加以搜集
,

分类组织写成摘录
,

定期出版
。

每篇文摘一般具有 论文题 目
、

著者姓名
、

期刊名称
、

卷期

年月
、

论文主要论点及结果
,

非批判性地加以介绍
。

由于能达到快
、

全
、

准
,

故成为查阅文

献时不可缺少的重要武器
。

文摘按其内容摘录的范围可分为全面的及选择的两大类
,

亦即综

合性和专科性
,

前者如美
、

英
、

苏等国出版的
“
化学文摘

” ,

后者如
“
药学文摘

” 、 “分析

化学文摘
”
等

。

现在只介绍最重要的两种
。

美国 《化学文摘》
,

简称 是美国化学会化学文摘服务社

编辑出版
。

年创刊
。

 !年前为半月刊
,  !年 第 卷 改为周刊

,

大 开本
,

每半

年 期为一卷
,

年已出至第 卷
。

本刊摘录化学
、

化工及其边缘科学的世界 多个国家

的
,

种期刊的论文与 个国家的专利文献
,

尚包括综述
、

专论
、

会议录
、

论文集
、

纪

要
、

研究简报
、

学位论文和 图书等
。

 !年文摘量达
,  条

,

比 年增加
。

内容

最为齐全详细
,

其特点是索引系统较之其他同类文摘尤为完备
。

在出版时间上
,

自原始文献

在杂志上发表以至 收载的期间
,

按资料的不 同约延迟 个月
。

现在本刊内容共分五大部分
,

计 个类 目
,

更臻完整
。

五大部分为生物化学
、

有机化学
、

大分子化学
、

应用化学与化学工程
、

物理化学与分析化学
。

小类中与药学有密切关系者 药

物动力学
、

激素药理学
、

毒理学
、

酶
、

放射生物化学 微生物生物化学
、

植物生物化学
、

生物硷
、

幽族化合物
、

仪器和工厂设备
、

药物
、

药物

分析
、

表面化学与胶体
、

有机分析化学等
,

其他不再细列
。

年等 卷起分为
、

两辑
,

辑逢单周 出版
,

专门刊载生物化学
、

有机化学部分

的第 一 类 , 辑逢双周出版
,

专门刊载大分子化学
、

应用化学与化工
、

物理化学与分析

化学第 一 类
。

文摘正文排版方法是每页分为左右两栏
,

过去每栏又上下分为 段
,

以
一

表示文摘的

位置
,

现已放弃不用
。

每期有
“
期末索引

,

包括关键词索引
、

专利号索引
,

专

利对照索引和著者索引
。

每半年度的全卷有
“
卷末索引

” ,

包括主题索引
、

分子式索引
、

专利号索引
、

环系索引
、

杂环索引
、

专利对照索引
、

著者索引
、

登记号索引
、

索引指南等
。

化学文摘 每隔 年编印一套 累积索引
,, ,

从 年至  !年的

第 一 卷
,

共陆续印 次
,

包括著作索引及主题索引
,

后 自 年起改为每隔 年编印一次

“
累积索引

” ,

包括著者
、

主题
、

分子式和专利四种索引
。 “

累积索引
”
中的主题索引尤具

特色
,

可谓精心编制
,

最为详细
,

也是全部索引中使用最多的一种
。 “

累积索引
”
的出版年

份
,

第 次为 一 年 第 一 卷
、

第 次为 一 年 第 一 卷
、

第 次为

匀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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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备

场

一 年 第 一 卷
。

第 次累积索引也已编好
,

年底全部完成
,

它包括 一 年 第 一 卷 期内

所摘录的
, 通,

篇论文
、

专利和其它文献
,

共 万余页
,

分作 卷出版, 《索引》约

有
, ,

条
,

其中包括化学物质索引
, ,

条
、

综合主题索引
, ,

条以及著者

索引
, ,

条
。

《化学文摘》 由于摘录的期刊经常增减
,

同时便于读者获得原始资料的全文
,

故将 所

收摘过的期刊作较详细的介绍
,

年出版了 《化学文摘引用期刊表》

,

年又改出 《 资料来源索引》
,

将有关资料详细介绍并附图书馆收藏情况
,

每

年 期
,

逐季累积
。

年又出版一次单行本
,

分订两册
,

包括 一 了 年 收摘的全

部出版物的资料 , 此索引是按期刊杂志等的名称字母顺序排列的
。

至于 摘录各国期刊文献的百分率分别为 美国
,

苏联
,

日本
,

英

国
,

西德
,

法国 4
.
1%

,

加拿大2
.
7 %

,

印度2
.
7%

,

意大利2
.
1%

,

波兰 2
.
1 %

,

其

他124 个国家16
.
5%

。

C A 引用各国专利情报的百分 率分别为
:
日本30

.
7%

,

美国15
.
4%

,

西

德 11
.
7%

,

英国9
.
6 %

,

法国8
.
8%

,

其他21 个国家23
.
8%

。

可 以看 出
,

被摘录论文等的国家

中最多为美国和苏联
,

而被引用的专利情报独有 日本却占首位
,

遥遥领先
。

日本重视专利制

度
,

对鼓励科技人员进行研究
、

发明创造和刺激生产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

日本人称之为经济

发展的
“原动力

” 之一
,

审之事实
,

确不为过
。

在收录的文摘中以生物化学部分件数最多
,

几 占C A 的帐
,

而应用化学及化
一

r几部分所占比

重最少
,

尚不及 3 %
。

由于 ((化学文摘》 包括内容广泛
,

而文献资料及新化合物又是与年俱

增
,

故有一套专门的检索方法
、

名词用语
,

查阅前应充分理解掌握
,

才能得心应手
。

因非三

言两语所可讲清
,

在此就不多提了
。

2

.

《国际药学文摘)) (I
nternational P harm aeeuti。a l ^ b : t r a 。t s )

:是国美 医院药师协会

编辑出版的一种药学专业的文摘杂志
,

半月刊
,

每年24 期
,

创刊于 196 4年
。

摘录全世界各国

药学期刊及相关的医学卫生出版物1000种以上
,

重点放在药学及医药品方面
。

每期刊载文摘

约300 条
,

1 9 7 4 年前每年摘录文献5000条左右
,

1 9 7 5 年后增至 650 0条
。

文摘字数详简不一
,

简

单者除了论文的题 目
、

著者
、

刊名
、

期数
、

语种必备外
,

只有一
、

二句话 , 详细者可达l/’印

刷页强
,

但每条均注明论文的参考文献数
。

报导速度比原始资料约迟 2 个月左右
。

文摘全部按 25 个分栏刊载
,

每期栏数略有变化
,

经常保持其中的 17 一 20 栏
。

分栏标题

为
:
不良药物反应

、

生物药剂学
、

药物分析
、

药物评价
、

药物相互反应
、

药物代谢和体内分

布
、

药物稳定性
、

环境毒性
、

药学史
、

情报处理和文献
、

医院药学业务
、

研制中药物
、

药政

法规和条例
、

临床研究方法学
、

微生物学
、

药物化学
、

药学教育
、

制药工艺学
、

药剂学
、

生

药学
、

药理学
、

药房实践
、

初步药物试验
、

社会学和经济学及理论学以及毒理学
。

每期篇幅30 一40 页
,

16 开本
,

每期后面均附有主题索引 (约占10 一20 页 )
。

每半年的半

年度累积索引在 6 月 30 日及12 月 30 日各出版一期
,

约有 15 0 页
,

包括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

两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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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摘期刊是反映世界各国药学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
,

不限语种
,

对噬英语的药学科

技人员是一种极有用的重要检索工具
,

优点是药学专业针对性强
,

范围全而
,

报导迅速
,

检

索简便
,

较之大型的 《化学文摘》 更易解决问题
,

缺点是有些文摘内容过于简单
。

1 9 7 0 年起

采用电子计算机情报系统
,

直至 1977年为止 已贮有30
,

0
00 条供检索的资料

,

并已参加全球性

电子计算机情报网
。

( 二 ) 期刊类 (p
eriodicals )

,

期刊是登载原著与论文的
,

是一切科学原始文献的记录
,

也是其他参考资料的主要源泉
,

故称之为一次资料
,

在文献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

大体言之
,

期刊是采用统一的名称
,

定期或

不定期编印的连续性出版物
,

刊有卷期号或年月号
,

作者多
,

文章多
,

而每册内容与以前分

册不同
。

因此
,

我们经常接触的杂志(J
ournaz ,

M

a
g

a z
s

n e

)

、

学报(A
eta)

、

通报(B
ulletin )

,

会

报(P roee
edings)

、

会议录(sym po
sium )

、

记录(R
eeords)

、

评论(R
eview s)

、

进展 (A d v an ees)
、

快报(N
ew s)等都属于期刊性质

,

现先介绍 10 种
。

1

.

(( 药学科学杂志》 (J
ourn al of P h arm aeeu ti。a l s C i

e n e e s
)
:
是美国药学会编辑出版

的
,

月刊
。

美国药学会在1912年曾创刊一种 《美国药学会会志》
,

其内容以刊载会务报
一

导
、

新药介绍为主
,

间或有药剂方面的实用性文章
,

广告篇幅极多
。

1 9 4 0 年起又分为两种
:
一种

称为
“
实用版

” ,

仍保持会志的性质 , 另一种称为
“
学术版

” ,

及至 1961 年即改为现用名称
,

1 9 8 2年已连续出至71卷
,

大16开本
,

每期约150页
。

这是美国出版的学术性 最强的一种杂志
,

主要刊登研究性的原始论文
,

即代表美国药学发展水平
,

也在全世界具有较大的威权性
。

在

C A 摘录的出现频度上占第55 位
,

亦可看出其重要程度
。

内容分栏为
:
综述

、

研究论著
、

研究简报及研究快讯
。

研究论著栏是本刊的核心部分
,

以药学研究的原始论文为主
,

亦包括有关的制药过程
、

工艺学
、

工程学等论文 , 研究简报的

论文较前栏简短
,

一些新化合物的合成但尚无肯定的药理数据将刊此栏 , 研究快讯刊登某些

特殊的新重要发现
,

以读者通讯方式
,

迅速刊出
,

报导简短
,

突出重点
,

亦包括对以前论文

的更正及补充
。

此外尚有读者论坛及图书评价
,

所占篇幅较少
。

每年一卷
,

每篇论文前有摘

要及关键词
。

每卷末附有著者索引及主题索引
。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本刊的
“
综述

” 论文
,

很有特色
,

特别是从1963年起一直到1976年
,

每年发表一篇
“
药剂学文献综述 ( L it

erature R ev iew of P harm aeeuties) ,

内容是以药剂学

为中心
,
将本年度内各国有关论文摘要综述

,

每篇引用的参考文献常达千篇以上
,

有的直接

摘 自各种期刊
、

杂志等
,

有的则通过 《化学文摘》摘出
。

每篇综述的分类标题基本不变
,

即

分为
:
普通药学 ( 防腐剂

、

矫味
、

芳香和色素
、

稳定性等 )
、

制剂工艺学 ( 灭菌制剂
、

滴眼

剂
、

灭菌法
、

片剂和胶囊剂
、

混悬剂
、

乳剂
、

栓剂
、

气雾剂
、

缓释制剂
、

包装
、

仪器和装置
,

牙科药剂和材料
、

生物医学装置)
,

物理药学 (溶解度和溶解作用
、

膜渗透和释放
、

络合物
、

表面现象 )
,

特殊制剂 (抗生素
、

放射性药剂 )
、

生物药剂学 (药物生物有效利用度
、

实验

方法学
、

物理化学因素
、

处方设计因素
、

用药途径
、

生理因素 ) 及药物动力学
。

1 9 7 6 年的一

篇综述引用了 178 2篇文献
。

如果按1974年的一篇综述作为统计分析对象
:
其中引用了叁考文

也

多

一 24 一



扮

备

吞

献1332篇
,

计316种期
一

刊
。

参考文献资料的50
.
6% 摘自23 种期刊

,
参考文献总篇数中的57

.
8%

却是通过 《化学文摘》检索而来的
。

最多引用的10 种期率占34
.
了%

,

按使用出现 〔% ) 顺序

依次为
: (l) 美国 《药学科学杂志》 ( 14

.
2 ) ,

( 2) 英国 《药学与药理学杂志》 ( 3
.
9 )

,

(3 )

美国 《化妆品与香料》 ( 3
.
3 )

,

(4 ) 东德 《药学》 ( 2
.
4 ) ,

( 5) 西德 《制药工业》 (2
.
1 ) ,

(6 ) 日本 《化学与药学通报》 ( 1
.
8)

,

(7 ) 美国 《注射药物研究协会通报》 ( 1
.
8 )

,

(8 ) 美国

《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 1
.
8 )

,
( 9) 美国 《国际学位论文摘要

,

科学与工程辑》 (1
.
6 )

,

( 1 0
) 苏联 《药学》 ( 1

.
5 )

。

毫无疑问
,

这种综述论文对了解药剂工作发展动态是有莫大帮助的
,

可惜的是1977年起

此项全面而详尽的综述已暂停止
,

改登专题性范围较小
、

重点突出的综述
。

例如与药剂学有

关的综述在]977年有一篇
“
药用盐类

” ,

引用参考文献 294 篇; 1978年则有
“
药物产品的污

染
” ,

引用文献205 篇;
“
药剂的稳定性

” ,

引用文献42 2篇
。

2

.

(( 美国医院药学杂志》 (^ m
eriean Jo urna l of H osp ital P h arm aey )

:
是美国医院药

师协会编辑出版
,

1 9 4 9 年创刊
,

月刊
,

大16开本
,

每期约110 一 150 页不等
,

将近半数刊登新

药和医疗装备的广告
,

每年一卷
,

1 9 8 2 年出至第39 卷
。

每篇论文前有摘要及关键词
,

每卷末

附有三种索引
: 主题

、

著者和广告索引
。

本刊内容当相广泛
,

分栏亦较多
,

大致有
:
编者的话

、

研究论文
、

综述
、

研究简报
、

临

床论坛
、

特载
、

药政法规讨论
、

药物治疗的药物动力学
、

医疗装备和卫生材料
、

评论
、

读者

学术通讯
、

最新文献和图书评价
、

新闻
、

协会报告和分会活动等
。

刊载文章的具体范围有
:

用药错误
、

临床实验
、

不 良药物反应
、

药物的药理学及毒理学
、

包装
、

药物相互作用
、

医院

药学研究
、

静脉输液方法
、

计算机应用
、

生物药剂学和剂型设计
、

药物情报摘要
、

药房设计

和布置
、

静注混合业务
、

医院药房经济学
、

药物滥用
,

药物分析和质量控制
、

药物稳定性和

配伍
、

毒药管理
、

药房辅助人员的培训
、

新药分析
、

药物应用等
。

自1978年起又增辟
“医院

药师进修教育
”
栏

,

选择专题写成进修讲座稿
,

并提出学习目的
,

此外附有质疑和答案
,

供

自我考核用
。

本刊是一种对医院药房很有价值的杂志
,

药学理论结合临床实际
,

针对性强
,

特别是加

强了 ,’l 右床药学
”
的内容

,

对 医院药学工作者有帮助
,

有提高
,

很实用
,

值得阅读
。

3

.

(( 药学与药理学杂志》 (J
o urn al of P h arm a ey an d P h a rm aeolog y )

:
英国药学会

编辑出版 的学术性 刊物
,

1 9 4 9 年创刊
,

月刊
,

大32开本
,

每期70 一100 页
,

至 198 2年已出至34

卷
。

内容包括药学与药理学两方面有关医药品的发展和评价的原始性研究论文和综述
,

其范

围包括生物化学
、

微生物学
、

化学
、

药剂学
、

生药学
、

药理学和毒理学 , 亦刊登需要迅速报

导的较短文章
。

分栏标题有
:
综述 ( 讲座

、

评论 )
、

研究论文
、

研究简报和读者科研通讯
,

间有图书评述
。

每卷末有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 , 每卷常增刊每年度的英国药学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

每篇

为详细摘要
,

不超过一页
,

系打字影印本
,

如 1977年即为第 114 次的年会论文集
。

本刊也是

加有国际药学和药理学水平的刊物
,

在 cA 摘录的出现频度顺序上占第143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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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杂志》 (T h
e P h arm aee、, t i

c a
l J o 、, r n a l )

:
是英国药学会所编辑:J})饭的一不

,

!

,

会

志性质刊物
,

1 8 4 1 年创刊
,

周刊
,

每年共分两卷
,

1 9 8 2 年已 出至第229 卷
, ,

在世界药学刊物

中可能是历史最悠久的了
。

大16 开木
,

每期20一30 页不等
,

广告较多
。

由于是会员读物
,

而

药师服务的工作单位面较广
,

因此本
二

刊文章及报导多属综合性的
,

技术性综述文章每年不超

过10 篇
,

间有研究简报
。

主要内容是会务活动
、

学术会议报导
、

国外药学界动态
、

新产品介

绍
、

药政法规介绍
、

新药知识和合理用药
、

图书评价
、

读者来书
、

用药事故
、

法律消息等
。

总之本刊报导性文章多
,

技术性文章少
,

但作为了解英国和世界各国药学动态以及药事管理
、

药政法规等知识
,

尚不失为一种可以参考的刊物
。

5

.

(( 药学杂志)) 的英文刊名为(J
ourna l of th e P h arm aeeutiea l S o eiety o f Ja pan ) ,

C A 采用名为 Y ak ug
ak u z as sh i : 是 日本药学会的会志

,

创刊于 1881 年
,

月刊
,

每年一卷
,

1 9 7 8 年已出至98 卷
。

16 开本
,

每期约130 页
,

这是 日本药学方面最老的
、

最有权威性的杂志
,

也是世界较重要的药学期刊之一
,

在c A 中摘录 出现频度的顺序上 占第100 位
。

刊载原始性研

究论文
,

理论性较强
。

内容系按下述分栏依序刊登
:
物理化学

、

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
、

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
、

药剂学
、

药理学及环境保护学
。

每栏论文性质又分为叙述
、

研究论文
、

研究

简报
。

本刊虽用 日文发表
,

但每期目录除日文外尚有英文目录
,

每篇论文前面均有英文摘要

以及关键词
,

即使不 潇日文的专业人员
,

检索和阅读亦很方便
,

较之 C A 摘录的内容则详细

得多
。

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不放在文末
,

而在每页采用脚注方式刊出
,

这 与英美不同
,

也有

其阅读方便之处
。

每卷末附有著者日本名及英文名索引和关键词索引
。

由于本刊论文范围几乎包括药学领域的重要学科内容
,

特别是日本对 中草药的生药学和

植物化学等研究工作重视
,

历史
一

长
,

系统而全面
,

历年来刊登的论文很多
,

是我国从事中草

药教学和科研者必读的文献
。

6

.

(( 药剂学》的英文刊名为 (T h e ^ reh ives o f P raetieal P h arm aey ) ,
C A 采用名为

Y akuza ig ak
u : 是 日本药学会编辑出版的一种日文季刊

,

每年四期
,

16 开本
,

每期约40 一50

页
。

1 9 4 0 年创刊
,

1 9 8 2 年 已出至 42卷
。

内容完全以药剂学原始性研究论文为主
,

分为研究论

文和科研简报
。

每期篇幅不多
,

但在药剂学的理论和实践所发表的论文颇具有实用价值
,

着

重解决有关药剂制备
、

生产和质量控制迫切需要的问题
,

也涉及到调剂学及药房管理方面的

调查统计研究
。

每篇论文均有英文题名和详细摘要
,

间或直接发表用英文书写的论文
。

每年

有时另出版一单行本名为
“
别册付录

” ,

主要刊载日本医院药局协会所讨论通过的议案及资

料
,

内容多是对医院药房有密切关系的规定和专题报告
,

很有参考价值
,

如药品管理
、

药房

设置和装备标准
、

药房必备图书标准
、

药剂配伍禁忌
、

协定处方 以及调剂存在问题的调查研

究报告等
。

每卷末附有总主题索引
。

7

.

(( 化学与药学报通)) (e h
em iea l and P h arm aeeuti。a l B u lz

e t in )
:
是 日本药学会出

版
,

月刊
,

1 9 5 3 年创刊
,

1 9 8 2 年已出至 30 卷
。

16 开本
,

每期约 300 页
。

第 1一5卷原刊名为

P h arm aeeuteal B t;11etin ,

为双月刊
,

论文 以英文为主
,

部分为德文 , 自一9 5 8年第5卷起改为

匀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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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珍

每

吞

现名
,

全部论文用英文发表
。

您篇论文前有摘要及关键词; 著者引用的参考文献亦采用脚注

方式
。

每年卷末只有著者索引
。

本刊全部刊登原始性论文
,

学术性较强
,

分栏刊载有关论文
,

共分化学 ( 再分为物理化

学
、

无机化学
、

有机化学
、

分析化学 )
、

生物化学
、

药物化学
、

药理学
、

环境保护学
、

读者

研究通讯等栏
,

每栏中再分研究论文和研究简报
。

论文中以有机化学占的比重最大
,

是偏重

药学有关的化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刊物
,

具有国际性影响
。

在c A 录用的文摘出现频度顺序上占

第51 位
,

甚至超过美国的 《药学科学杂志》
。

8

.

(( 药局》 英文刊名为(T h
e Jou rn al o f P raetieal P h arm aey )

:
是 日本南江堂编辑出

版的一种综合性药学刊物
,

月刊
,

16 开本
,

每月约 13 0页
,

刊有广告
,

用 日文发表
。

1 9 5 0 年

创刊
,

每年一卷
,

1 9 8 2 年已出至第33 卷
。

内容分栏较多
,

历年有所变动
,

以82 年而论则设有

特集
、

实际药学
、

实验技术
、

讲座
,

药事之窗
、

医学知识
、

医药品情报
、

药学漫谈
、

人间药

学
、

海外简讯等
,

亦刊载问题解答
、

药用外语‘英语
、

德语’
、

药政法规
·

本刊的读者对象气
兼顾营业零售药房药师和医院药房药师

,

所以普及性和提高性文章均有
,

大部分是药剂学
、

药房管理
、

新药知识等方面的文章
,

很有实用价值
。

有时刊登研究简报 , 讲座栏多属专题连

载文章
。

近年来由于临床药学的发展
,

本刊对药理
、

合理用药
、

治疗药物
、

药物副作用等特

别重视
,

每期都有一重点题 目
,

编成特集
,

对某大类药物从生理机能以至用法
、

毒性均阐述

的全面
、

系统而实用
,

这一点是符合药师加强和提高药物知识的需要的
。

例如1978年第二期

为
“睡眠和催眠药

”
特集

,

刊载
:
脑机能和睡眠生理

、

失眠症的临床
、

失眠症药物疗法
、

催

眠药化学构造和活性关系
、

催眠药的体内活动
、

催眠药的药理作用
、

催眠药毒性和副作用七

篇
。

每篇分别由药科大学和研究所的有关教学和研究人员执笔
。

人间药学栏是刊载国内各医学杂志对各科疾病药物治疗效果的文摘 , 海外简讯栏则刊登

英
、

美等国药学杂志有关新药疗效和药房管理等文摘
。

总之
,

本刊综述性文章多
,

介绍药学

知识范围J
“ ,

内容多样化
,

故很实用
。

每半年有六期总的目录索引
,

每年卷末另附有总索引
,

按主题五十音顺序排列
。

9

.

(( 国际药剂学杂志》 (In t
ern atio n al Jou rn a l o f P h arm a eeuties): 是由荷兰生物医

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种国际性药剂学刊物
,

在 1978年创刊
,

双月刊
,

大32 开本
,

每期约60 页
。

编委会的编委多由世界各国高等药学院校的教学人员担任
,

专门刊载原始性
、

科学性强的论

文
,

全部文章用英文发表
,

每篇附有摘要
。

分为综述
、

研究论文及研究简报
。

选题范围包

括
: (1) 药物设计

、

发展
、

处方设计和包装
,

( 2) 生物药剂学
,

( 3) 药用微生物学
,

( 4) 物理药

学
,

( 5) 药品质量控制
,

( 6) 药物利用研究
,

( 7) 药品制造
,

( 8) 灭菌和灭菌法
,

( 9) 药物分析技

术的发展
,

( 10 ) 放射性药剂
。

是一种最新出版的药剂学理论性较强的刊物
,

能够反映世界各

国药剂学发展的水平
。

每卷末只有著者索引
。

1 0

.

《药学》 杂志 ( 中a , M a 、H
幻
:
是苏联保健部全苏药师协会编辑出版的双月刊

,

16 开

本
,

每期约 100 页
,

俄文
。

1 9 5 2 年创刊
,

至 1978年已出至 31 卷
,

是一种药学综合性刊物
。

创刊

时名为 《药剂事业》 (A nTe 可H
oe 及e二o)

,

连继出版 15 年后
,

于 196 7 年改为现名
。

分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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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通论和论著

、

经验交流
、

调查报告
、

研究简报
、

图书评述和文献介绍
、

新药简介及科学

家传记等
。

文章内容包括药学事业的经济和组织
、

药房和药厂工艺
、

生物药学
、

药物分析
、

药学科学通论
、

学术批评和书刊介绍
、

学者周年纪念等
。

改刊后读者对象除营业药房和医院药房
、

药检和药政部门药师外
,

亦 可供制剂厂
、

化学

制药厂技术人员及高
、

中等药学院师生作参考
。

因此文章涉及面较广
,

除了实验性研究论文

外
,

对药学事业的科学组织和管理
、

药品供应
、

药物合成与分析
、

药房现代化装备和机械化

等均有文章发表
。

本刊是苏联目前唯一的药学刊物
,

读者面广
,

1 9 7 8 年每期印数约 3 万份
。

每期目录系俄英文对照
,

凡属论著栏的研究论文
,

在篇末附有英文标题及摘要
,

并在该

期末附加俄文摘要
。

每卷末按分栏内容编有主题索引和著者索引
。

结语
:
由于世界各国出版的药学期刊杂志种类相当多

,

即以198 2年全国各高等院校
、

科

研单位
、

情报所
、

图书馆等所收藏的外文期刊而论
,

药学 ( 包括药理学
、

药物学 ) 杂志将近

扩0种
,
而有关 医学

、

化学
、

植物学等科杂志尚未算在内
,

因此今后将有重点
、

有选择地陆续

介绍
。

希望在查阅文献资料时
,

首先要了解某些杂志的内容特点
,

其次要掌握检索的方法
,

找到与自己待解决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又为核心的期刊
,

才能举一反三
,

左右逢源
,

迅速查 出

需要的资料
,

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

美 国
衣
化 学 文 摘

。
的 用 法

第二军医 大学图书馆 翁赓年

落

经济振兴和教育提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开发脑力
,

利用情报是

分不开的
。

有人将精确
、

有用的情报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比作氧气对我们健康与生命那样必

要
,

并不过分
。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科技发展迅速
,

文献资料数量猛增
,

据 国外统计
,

1 9 8 0 年全世界出书 70 多万种
,

期刊 5万多种
,

其中科技期刊约有 3 万多种
,

内含文献资料

36 0多万篇
,

其中期刊论文约占%
。

加上文献的分布面广
,

重复率高
,

语种也多
,

要找到精确

而有用的情报资料
,

如大海捞针
,

实非易事
。

因而
,

必需借助于检索工具
。

检索工具中最常

用的就是美国 ((T 匕学文摘》
,

它的磁带可供计算机检索
,

而它的杂志则供手工检索
。

现代科技的发展也出现 了不少跨医学
、

药学
、

生物
、

化学等学科的新边缘学科和许多综

合交叉的专业
,

因而药学工作者也离不开化学文摘
,

加上化学文摘中每年摘录有关医药
、

生

化的文献达十万余篇
,

每二周 中有关世界上最新医药成就的文献报导近五千篇
。

如果掌握了

它的用法
,

对广大医药科学工作者是非常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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