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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监督研究机构对寄回的绿色卡片进

行了初步分析
,

以便验证
“
处方事件监督

”

制度是否对市售后药品监督起到作用
。

根据对于上述两种药物监督所获得的事

件概要
,

将其分析结果列下

由此两药所引起的
“
事件

” 证实
“
处方事件监督

”
在市售后药品监督中是可

靠的
。

与多件报告中已知的副作用的发生

频率与既往研究所得的结果大致相同
。

,

一般医生在绿色卡片上记载
“
卒

件
”
时所迂到的’题并不多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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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年 已指出了
“
事件监

一

督
”

在副作用监督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同时在

反应停事件发生后
,  !年英国医学研究委

员会也建议要进行事件监督
。

从处方笺情报中来识别和确认用药的患

者
,

应当联系当时的医疗记录 病历
,

探

索患者的医学
“
事件

”
同用药之问有无因果

关系
,

这种尝试已经进行多次
,

决 非 新 方

法
。

但在
“
事件

”
收集和情报的联系时

,

对

病历通常需要大量的事前准备
,

需要时间和

费用
,

长期持续监督困难确实不少
,

研究有

可能导致中断
。

这里介绍的
“
处方事件监督

” ,

为了获

得处方笺情报应很好地利用现有的处方核价

局体系
,

另外有关收集
“
事件万 则需借助一

般医生的力量
。

不言而喻
, “

处方事件监督
”
并不是代

替过去的黄色卡片体系
,

而应看作是对此体

系的补充与加强
。

特别是在
“
处 方 事件 监

督
”
中

,

对收集使用频率低的药品副作用情

报是有限度的
,

因而黄色卡片体系的重要性

仍然不可忽视
。

“
处方事件监督

”
对于慢性疾病的中期

和长期服药患者
,

在药品出售一年内可形成

患者群
,

具有可追踪调查的优点
。

在处方核价局的处方笺中
,

还记有患者

的国家卫生部号码
,

则追踪调查 更 成为可

育色
。

此外在
“
处方事件监督

”
中积累了患者

群的调查资料
,

那么利用这些资料在病例对

照的研究时可望得到验证
。

最近 向英国 《普通开业医师报》

记者指 出 目前从事副作用监督的人员几乎

与 年前没有什么变化
,

要把此项工作向前

推进必须
“

后继有人
” ,

并指出从事这项工作

的研究者应定名为药物流行病学家 或药物

病因学家
,

一
。

为了确保医药品的安全性
,

在药学教育中应

重视 《药物流行病学》这一学科的开设
。

此 乡弋 〔 《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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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风 龙节译 杨顺安校 张紫洞 审

·

科研简讯
·

抽 皮果胶 代 血 浆 通 过 鉴 定

衣

竿二军医大学药学系药利教研室与有关教研室协作完成了袖皮果胶代血浆的研究工作
,

成果鉴定会 于

年 月 日在上 海竿二军医大学召开
。

该项科研 成果有新的突破
,

解决了 年代文献存在的果胶移

积间题
。

本品使 用浓度任
,

临床抢救重度休克病人疗效显著
。

。余例验证 用药安全 , 并系统地研究了袖
皮果胶的提取和 理化性质

、

体内过程
、

药理作用
、

治疗效果 及用药的安全性, 标定了 粘度分子量公式
,

制

订了工艺流程
、

质跳标准叉检验规程 利用整体放射 自显影法对示踪试验表明的休内过程作出评价
,

利用

免疫应答反应及
“
三致

”

试验为用药安全性进一步提供依据
。

由于资源丰富
、

价格低廉
、

提取串高 约
、

安全
一

汀效
,

次仃较 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位
,

为平
、

战时的代血浆提供了“个有效的新矗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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