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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临床药学的产生 ,’右床药学
” 和 ,’右床药师

”
这 两个词是在六十年代后期国外药

学刊物中出现的
。

尽管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医院药师就同医师一道巡视病人
,

但还不成为临床

药学
。

最初
,

对临床药学有过一段时间争论
,

甚至抵制
,

通过讨论才被认识和重视
,

特别是

美国
,

有些药学院校都设置了这个专业
。

从临床药学的兴起
,

可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特点在于 相互渗透与紧密合作
。

临床药学的基础就有 高等数学
、

无机化学
、

药 用 物 理

学
、

药理学
、

生物学
、

生化学
、

人体解剖学
、

生理学
、

病理学
、

分析化学
、

微生物学以及临

床检验等 , 临床药学专业则涉及 药物化学
、

药物分析
、

药剂学
、

药物动力 学
、

生 物 药 剂

学
、

临床药理学
、

生药学
、

新药设计
、

临床治疗学
、

药物相互作用
、

毒理学
、

体 内药 物 分

析
、

仪器分析
、

资料检索知识等
。

二
、

临床 药学的意 义 临床药学是研究药物及其剂型与人体相互作用规律的 综 合 性 学

科
。

旨在用客观的科学指标来研究病人的合理用药
。

既治病又防病
。

药物作为治病防病的物

质
,

要有三个前提 一是要有病
,

二是要对症
,

三是要会用
。

然而
,

实际情况 却 往 往 是

对病不 能马上肯定 对药没有充分认识 , 延误治疗
,

或后果严重
。

据湖

南省临床药学学习班对 例药源性疾病的调查表明
,

药源性疾病在五十年代发生率为 昭
,

六十年代为
,

七十年代为
,

八十年代为
,

由此可见
,

临床药学是迫切需

要和开展的
。

三
、

临床药学的任 务 临床药学的任务大致有 研究药物体内监测方法及其有效指

标 提供针对性和科学性强的药物剂型
、

制剂与用法 及时介绍药物的新品种

和新剂型
,

包括作用机理
、

剂量与用法
、

适应症与禁忌症
、

药物相互作用
、

药物动力学与生

物药剂学参数
、

半衰期
、

毒副反应
、

监测指标
、

用药须知及注意事项等 探索干扰药

物作用 的因素及防止办法 做临床用药顾问 , 配合临床
,

研究药物新制剂
、

新剂

型与其新用法 承担临床药学教学任务
。

总之
,

临床药学要与医护人员能够运用药理

学和药物动力学原理
,

解决病人 治疗和监护问题
。

四
、

临床药师的工作 临床药师是临床药学工作的骨干
,

其具体工作大致如下

提供药物情报资料 研究药物配伍 研究药物相互作用及其机理 研究

药物动力学与生物利用度 , 研究病房药物管理 研制新剂型与新制剂

研究新药疗效与毒性并予评价 研究临床试用药物效果 , 研究并进行药物毒副

反应监护 通过会诊与新药介绍
,

指导用药
。

为此
,

临床药师必须具有或逐步具有全

面的基础与专业知识
,

比如在提供药物情报方面
,

对于医药期刊报道的新疗法
、

新资料与新

的专业知识
,

应定期宣讲
、

印发和报导
,

而且要求能够 评价现代化专业情报并 对 选

题提出修正建议 评价情报和设计 参与研究提出综合性文摘 设计 研究

项目
,

提出现有资料不能提供的资料等
。

再如
,

在药物监测过程
,

对于新药的使用则应搞清

楚 此药在此病 治疗中是否最为有效 剂量是否最为合适
。 用法是否 最为



得当 , 患者有无变态反应 , 此药与其它所用药物之间有何相互作 用 , 此药

是否与巳在服用的监测药物具有同样的检验征象而相互干扰 患者是否还有其它 疾 病

在干扰此药治疗 , 食物是不是干扰的因素等
。

总之
,

临床药师要使医师处方时获 得 最

佳给药方案
。

五
、

临床药学的核 心 临床药学的核心内容是药物动力学和生物药剂学
。

药物动力学是

阐述药物在体内的动态 的科学
,

是指药物在动物或人体内的吸收
、

分布
、

代谢与排泄的时间

过程
,

其试验就是临床药学的基本实验
。

生物药剂学是指在合理服用的原理指导下对药物剂

型的设计
,

根据药物动力学原理测定药物的吸收
,

测定药物在体内从剂型中释放和吸收的速

度
,

以评价药物服用前的特征
,

而药物动力学则是将这些特征结合用于具体受药病体
,

以控

制药物在此病体中的效应
。

六
、

临床药学的开展 临床药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近二十年来发展极为迅速
,

是一门

新兴学科
。

在国外
,

以美国为首
,

英国
、

瑞士
、

加拿大
、

丹麦和 日本等国也都大力开展
。

在我国

开展国际交流和医药发展的形势推动下
,

药学院校
、

药学会
、

医院和药师都先后行动起来
,

在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
,

临床药学的开展比较显著
。

在 《医院药剂工作条例》 年 与

《全国医院工作条例》  年 中均有明确规定
。

这就给临床药学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

任

务和 目的
。

此外
,

《全国临床药学工作座谈会》 年 对今后进一步开展临床药学工作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各省
、

市
、

自治区卫生厅 局 要加紧领导
,

重视并积极支持这

一工作
,

要求各医院列入医院工作的议事日程
,

认真地开展起来 , 县以上医院要逐步

以临床药学的基础工作为基点
,

从调查研究入手
,

以合理用药为核心
,

积极地开展起来
,

各

医院都要结合临床开展新的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研究
,

并建立药品的毒副反应的统计制度和药

物资料情报工作 , 条件较好的医院
,

可开展血药
、

尿药浓度等监测
,

对新药和新剂型

的考察及评价工作 建议各药学院系在药学专业中
,

增设临床药学有关的墓础课
,

举

办临床药学进修班和 函授教育
。

各省
、

市
、

自治区卫生厅 局 可会同药学会举办短期进修

班等多种形式以培养临床药学人才
。

此外
,

卫生部还准备在省
、

市的支持下
,

试办几个临床

药学点
,

为全国进一步开展此项工作摸索和积累经验
,

使之能在全国健康
、

顺利地发展
。

七
、

开展工作 的办 法 《全国临床药学工作座谈会》 总结的经验有三 首先 是 领 导 重

视
,

列入议事日程
,

专人分管
,

在人
、

财
、

物方面给以 支持
,

并把其人员
、

用房和必要 的仪

器设备落实下来
,

这是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根本保证
。

其次是广大药学工作者的积极性
、

主

动性和创造性
,

这是打开临床药学工作新局面的重要因素
。

第三是多种形式培训人才
,

这是

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重要措施
。

这样
,

便可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药学
。

综上所述
,

临床药学既是新学科又是新工作
。

开展临床药学的过程也是知识 更 新 的 过

程
。

要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

稳步前进
,

倘能同医师紧密合作
,

也会事半功倍
。

领导的重

视和支持
,

要有条件方可落实
,

而这条件就在于药学人员的积极
、

主动与创造
。

医院药剂科现状调查及处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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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湖北省烯水县药品检验所 毕焕新
人

今年四月笔者同地区药学分会部分理事参加了

地区卫生局和地区药学会组织的临床药学调查组
,

对全区 个地
、

县医院药剂科人 员 编 制
、

房屋结

构
、

仪器设备
、

业务开展
、

科学管理
、

药品收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