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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药物情报是临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

随着临床药学工作的逐步开展
,

在医院中建

立药物情报室
,

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和提高

医疗质量具有特殊的作用
,

本文对医院药物

情报工作的形成过程
、

药物情报室人员和设

备及工作任务和范围等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

讨
。

一
、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的形成过程

医院药师历来就有为临床医师提供药物

情报的任务
,

以前主要是利用空余时间
,

向

临床医护人员提供药物方面的知识
,

而且大

都局限于药剂方面
,

如剂量和处方集
、

药物

的理 化性质等
。

那时的药物品种较少
,

作用

很强的药物不 多
,

药物相互间配伍的机会也

少
,

通过这种方法完全可 以满足 临 床 的需

要
,

这就是医院药物情 报 工 作 的 雏 形
。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 日益发展
,

药物的品

种和数量迅速增加
,

面对如此众多的药物
,

医生有时不得不在无暇熟悉药物的情况下使

用它
。

六十年代欧洲发生的
“
反应停

,, 致畸

胎事故
,

七十年代日本的
“
氯碘哇琳

” 导致

的 “ ,
病事故

,

用严酷的事实告诫 人

们滥用药物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大的灾难
‘ 。

为了防止或减少滥用药物并提高药物疗效
,

临床医师迫切需要获得大量的药物信息
,

而

具有丰富药物知识的药师则正是临床医师的

天然助手
。

由于药物情报量的不断增加
,

专

凭药师个人的力量远远满足不了临 床 的 需

要
,

因之专职药物情报工作也就逐步形成
。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医院药
,

物情报活动最

早的国家
,

一九六二年在美国肯塔 基 一

大学医院建立了世界第一个药 物 情

报中心
。

一九七一年日木药学会制定了
“

医院

药物情报活动业务标准
” ,

欧洲各国的医院

药物情报活动
,

没有美 国和日本活跃
,

但都

程度不同地开展各种形成的药物情报活动
,

如英国于一九七零年在里兹和枪敦成立药物

情报中心
,

一九七六年建立国家药 物 情 报

网
。

我国的药物情报工作开展的较晚
,

自一

九七八年起
,

随着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
,

此

项工作才得 到逐步地进行
,

但设备和资料来

源等得不到保证
,

尚处于萌芽状态
。

当前医

院的药物情报工作基
一

卞上有三种形式
,

第一

种是成立专职的药物情报室或药物咨询室
,

配备有专职人员和必要的设备
,

此类医院不

多
,

大都限于大型医院或教学医院
。

第二种

虽然没有成立专门的药物情报室
,

但已确定

专门人员或给予某些人以一定时间来从事这

项工作
,

很多中型医院采取这种形式
。

第三

种还未把药物情报工作列为药局的 工 作 内

容
,

但也做了一些药物咨询方面的工作
,

大

多数中小型医院是处于这种状况
。

二
、

药物情报室的主要任务和工作范围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的主要 目的是 向临床

医护人员提供有关药物方面的信息
,

提出选

用药物的建议
,

协助制定合理用药方案
,

从而

防止和减少药物滥用
,

达到提高药物疗效的

目的
。

具体工作范围和内容包括下列几项

一 资抖 的收集

资料的收集是情报工作的第一步
,

也是

开展药物情报工作的基础
。

收集内客包括 药

物的毒性和副作用
、

药物的相互作用和配伍

禁忌
、

药物评价
、

新药资料
、

老药新用
、

中

毒解救
、

新剂型应用
、

疑难病症的新药疗方

法
、

药物动力学和药物生物利用度等资料
。



资料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

在 收集中可 以

分类进行
。

本院资料的收集 目前我国综合性

医院使用的药物达三千种左右
,

不合理 用药

的现象较为严重
,

据抽样调查统计
,

药源性

疾病约占常见病的
,

药疗事故约占医疗

事故的  
。

所以情报药师应常常 深 入

到临床科室去
,

发现临床上的不合理 用药和

不 良反应等问题
,

积累本院用药经验
,

总结

出本院用药调查分析等资料
。

要重视对病区用药情况的收集
,

据调查

在药物的不合理配伍中
,

住院病人要比门诊

病人高近五倍
,

可能的原 因是住院病人的病

程复杂
,

联合用药机会熟 输液 配 伍 用 药

多
,

治疗时间长等
。

国内资料的收集 是药物情报资料

的主要来源
,

涉及面广
,

可作为基础资料来

收集
。

包括各医院的用药经验
、

内部交流资

料
、

专业学术会议资料
,

期刊杂志
、

图书
、

说明书
、

专利文献
、

药物小册子
、

药品集
、

新闻报道
、

报纸等
。

国外 资料的收集 国外有关药学期

刊杂志数量很多
,

据一九八二年统计
,

光我国

腼战的匡汐卜药学文献就有二百多种
,

因此可

有重点地查阅一些
“

核心期刊
”

的刊物
,

因

为发表的文章密度大
,

代表着一定的科学技

术发展水平
,

文献寿命较
一

长
,

利 用 率 也 较

高
,

主要是因美
、

英
、

日
,

苏四国的药学期

刊杂志
。

二 资料的评价和整理

为保证药物倩报有较高的准确牲和可靠

性
,

对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资料
,

均应逐条

进行核对和评价
,

削除其陈旧的
一

内容和有明
,

显错误的部份
。

为了提高对资料的检索效率
,

扩大资料

的利用率
,

要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
,

整理可

采用穿孔卡片
、

剪贴薄
、

活页夹子
、

橱柜整

理 架等
,

对整理好的资料以后还要注意不断

更新
。

资料的分类方法较多
,

目前国外有几

种主要的分类方法 英语 顺 序
、

白 文

五十音顺序
、

国际十进位分类
、

日本标准商

品分类
、

美国 分 类
、

美 国 分

类
。

我国的资料分类可采用以下几种 中文

笔划顺序
、

汉语拼音顺序
、

拉丁字母顺序
、

治疗效用分类
、

收集时间先后顺序
。

为了便

于资料的查阅和使收集的资料具有明显的针

对性
,

应该建立查阅卡片
,

确定每种药物应

收集的项 目
、

范围和程度
。

三 提供药物情报方式
,

。

接受咨询 接受咨询是药物情报室

的一项主要业务
,

医护人员要求情报药师帮

助解决有关药物方面的疑难问题
,

其涉双的

面较广
,

要求回答迅速但不一定十分系统
,

情

报药师要充分利用掌握的情报
、

迅速和准确

地给医护人员 以满意的答复
。

除 接 受 本 院

的医护人员的咨询外
,

情报室还应接受病人

和让会咨询
。

咨询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

即 口

头咨诲
,

书面咨询
,

电话咨询
。

一

情报室对咨询的情况应做好登记
,

定期

对其工作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

如每 日和每

月接受咨询的次数和问题的种类 立即给以

答复的丫延期答复的或解答不出的多少 这

对改进咨询工作
、

提高其服务质量将有很大

的帮助
。 一

二 二

药物情报室工作的好坏
,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通过咨询工作而表现出来
,

可以体现情

报资料收集的如何
,

情报药师业务水平的高

低等
。 , 大

定期出版
“
药讯

”
’

小报 这种小报

要求能紧密配合临床第一线
,

针对性要强
,

立足于本院实际情况
,

对临床的指导合理用

药膜面要求短小精干
、

生动
,

内容可 包括新

药和新剂型介绍
、

老药新用
、

用药问答
、

药

物评价
、

不合理用药分析
、

药物的配伍禁忌

等协 最好能每半月出一期
,

并与院外有关单

位进行交流
。

宫 举办讲座 定期或不定期地为医护

人员举行各种专题讲座 是医院药物倩报活



越的尸个主动形式
,
系统地介绍一些国内外

蔫物研究动态以及有关药物知识等
,

可以帮

助医护人员扩大视野
,

掌握较 多
、

较新的合理

甩药知识
,

以便推动临床用药更加安全和有

效
。

。

做好新药的推荐工作 目前新药在

临床上的应用多半是医生提 出来的
,

有的是

药师向医生推荐的
,

使用管理存在一定的问

题
,

如有的医生盲 目迷信厂商的宣传
,

特别

是外商的广告
,

急于要求药房购买新药
,

在

应甩中不免发现疗效不佳或毒副作用过大
。

为此
,

药物情报室应搜集新药上市前后的有

关资料
,

特别注意药代动力学方面的资料
,

与同类药品相比是否有优越性
,

有何毒副作

用和禁忌症
,

在临床试用过程中与临床医生

密切的配合
,

做好疗效观察记录
,

建立新药应

用档案
,

做好疗效评价工作
。

四 编制 “协 定处方或 医院药品集
”

在院内使用
“
协定处方

” ,

对医生可以

简化处方的书写 对药师可提高制剂效率
。

由于协定处方配伍合理
、

疗效较好
、

安全性

高
,

故多采用
,

国外利用率有高达
,

所以情报室应负责院内协定处方的制定和修

改工作
。

近年来美
、

日等国医院多采 用 编 印 完

善的
“医院药品集

” , “医 院 药 品 集
” 可

以减少医护人员对药师的询问
,

统一全院的

用药管理
。

内容可包括院内协定处方
、

医院

在库及供使用的所有药品
、

处方上和调剂上

参考事项和协定事项等
。

编辑 “医院药品集
” 的工作量很大

,

而

且还要进行修正
。

编辑发行以医院药事委员

会为主
,

实际业务工作由药局担任
,

而药物

情报室则要承担其中的大量工作
。

情报室还应根据临床的需要
,

对某个专

题进行广泛收集和整理
,

汇编成册
,

将是一

份有价值的资料
。

如某医院编辑的
“国内药

物中毒 目录索引
” ,

收集了从一九七 四年至

一九八二年间的各种药物中毒 报 告
弓 ,

共

计 多条
。

三
、

药物情报室的设备和人员

为了有效地开展药物情报工作
,

基本的

物质 设备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

至于具体的设

备条件可视医院的规模
,

情报室的工作范围

而定
。

一 设 备

药物情报室需要有 。一
’

使 用 面 积

的房间
,

其位置要尽量设立在 医师利用方便

的地方
。

房间应有专用电话
,

最好配有油印

室或静电复印机
。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

药物情报

工作应尽量采用
。

情报室应尽可能多地配备各种书刊
,

例

如
,

语言工具书 用以解决语言
、

文

字
、

名词
、

术语
、

符号等方 面的困难
,

如辞

典
、

字典
、

词汇术语等
。

情报工具书 用

以掌握药物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最新情报
,

如

期刊杂志
、

图书
、

药政法规
、

药品说 明书
、

新闻

报道
、

临床文献等
。

数据资料工具书

用以查找生产或试验中需要的数据资料
,

如

资料汇编
、

图谱
、

手册
、

百科全书等
。

文献检索工具书 用以帮助进一步查找有关

的原始文献
,

如选集
、

目录
、

文摘
、

索引
、

题录
、

快报等
。

二 人 员

药物情报室人员的组成
,

可视各级医院

的具体情况而定
,

一般可分为三种情况
。

大型医院 可 由 一 人组成
,

包括一

名主管药师
,

一名主治医 师
,

一 名 药

师
,

一名辅助人员
。

临床医师参加药物情报

室的工作
,

国外 已有先例
,

可 以与药师在专

业知识方面互为补充
,

使情报工作 更 为 完

盖

中型医院 可 由 人组成
,

包括主

管药师一人
,

医师或药师一人
,

辅助人员一

人
。

小型医院 可 由 一 人组成
,

药师一

人或加辅助人员一人
。



人员的培训。 药物情报人员必须具有丰

富的药学专业知识
,
特别是临床药学知识

,

必

要的 基础医学知识
,
一定的检索情报能力和

较高的外语水平
。

由于我国的药学教育缺乏

药物情报的课程内容
, 给毕业药学 人员在实

际工作中
‘

带来很冬困难
。

为了更好地开展医

院药物情报工作
。

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培训和

提高
。

应加强情报能力的 训 练 目前 情

报检索能力已成为医院药师训练的重要内容

之一
。

在英国的医院药学教科书 中 占

的篇幅
,

日本的 《病院药局 学》 中 占

篇幅
,

《美国医院药学杂志》
‘

每年总有这方

面的文章发表
。

一九八一年欧洲第九届临床

药学讨论会上发表的药物情报论文占论文总

数的
。

因此可举办情报药 师 短期训练

斑
,

讲授如何搜集药物情报及检索文献法
,

以求提高利用文献的能力和有效地 使 用 情

报
。

提高汉语和外语水 平 情 报 药 师

不仅汉 语流畅通达
,

而在外语方面要提高阅

读速度和理解能力 只会一门外语是不够的
,

要学会筑二外语
。 、

,

培养药物情报后备 人 材 药 学 院

校应开设
“
药物倩报管理

” 课程
,

列为选修

课或必修课
,

使学员能得到有关内 容 的 训

练
,

为毕业后熟练掌握情报工作打好基础
。

四
、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瞻望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在保证临床合理用药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

随着医药学的发展及

医疗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

对药物情报工作将

有更高的要求
,

此项工作今后将会向以下几

个方面发展
。

药物情报工作专业化 药物情报涉

及众多学科
,

要求情报药师具有某些专门知

识
,

因此药物情报管理将形成一 门 专 门 学

科
。

今后
,

药学院系将设置药物情报专业和

接受药物情报研究生
,

培养专门人材
,

加强

情报力量
‘ 药物情报室将列于医院的正式编

制中
,

从人员和设备上给以保证
。

卫生行政

部门将制定出
“医院药物情报室工作条例

” ,

规定统一的业务内容和标准
。

逐步形成全国药物情报网 我国 目

前由于药物信息不能及时得到交流
,

所以 同

一类型的药疗事故在国内不断出现
。

因此有

必要使各医院
、

药厂
、

医药院校
、

药物科研

机构
、

医药公司
,

药政管理机构
、

医药情报

站等单位组成地区性或全国性的情报网络系

统
,

运用先进的工具和方法为全国各医疗卫

生单位服务
,

介绍国内外的新药
、

药物不 良

反应和相互作用等情报
,

便于医护人员及时

获得信息
,

采取预防措施
。

。

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应用 电子

计算机等新技术在医院药物情报工作中的应

用
,

·

将会节省人力
、

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及

情报的准确性
。

这方今后巫待研究和开发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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