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用法不 明或超量

用法不 明确 如软膏剂
、

擦剂等

外用处方多数只写
“
外用

” ,

既未写明用药

部位
,

也未注明用药次数
,

使调配人员无法

向病人交待用法
。

内服 药与外用药同开一张处方 这

类处方以五官科用药较为多见
。

按总后卫生

部颁布的
“医院工作制度

”
处方书 写 的 规

定
“
毒

、

麻
、

限剧药与普通药
,

内服药与

外用药不得同开一张处方
” 。

希望广大医药

工作者 引起重视
。

超剂量处方 按有关规定
“
普通

药以三 日量为限
,

对某些慢性病或 特 殊 情

况
,

最多不超过七日量 若需超七 日量者须

经有关部门领导批准方可发药
” 。

抽查处方

中发现
,

有的处方量长达二个多月 如酵母

片 片
,

片 日
,

有的甚至把限剧药

也开 几天的量 如鲁米周肠
’ ,

片 次
,

次 日
一 。

此外某些不宜久贮

的溶液剂总量也不宜多开
,

如 胃蛋 白酶合剂
、

氯霉素滴眼液 支⋯ 这 些

药液易霉败
,

总量过多不仅造成药物浪费和

达不到治疗目的
,

相反会给病人带来不应有

的痛苦
。

四
、

小结

发生上述不合理处方的主要原因是

领导不够重视
,

据了解某些领导把处方当成

一般的
“
领料单

” ,

根本没有认识到处方质

量好坏是衡量医疗质量的重要依据
,

药局人

员对处方审查也不严格
,

怕退处方会
“
得罪

人
” , 由于医务人 员工作粗疏责任心不强

而造成 某些医生对药物的名称
、

剂型
、

含量
、

包装
、

服用方法
、

理化性质及作用机

理等不太了解所致
。

正确合理使用药物能治病救人
,

若用之

不慎
,

轻者降低疗效或无效
,

甚至 贻 误 病

情
, 严重者可增加毒性

,

给患者带来痛苦
,

甚至危及生命
。

希望医药界的同行们能确实

加强合理处方的研究
,

从而推动临床药疗质

量的提高
。

参考文献 篇略

增 设 情 报 药 师 之 我 见

沈阳军区大连第二疗养院药械科 任 明

药物情报活动随着医药科学的进步应运

而生
。

在先进国家中药物情报业务与医院药

局 的调剂
、

制剂
、

管理
、

检验业务等并驾齐

驱
。

我国近年来也十分关注这项新业务
,

尽

管起步晚
,

但由于客观的迫切需 要 迅 速发

展
,

并以其促进药学进步的巨大作用向人们

启示 药局设立情报药师已是大势所趋
。

药物在防治疾病中占有重要位置
,

据统

计在疾病治疗中约有  是依靠 药 物 治疗

的
,

然而 由于药物滥用
,

也会危害健康和生

命
。

国外曾报道美国妇女由于使用了黄体酮

治疗先兆流产而造成 余名女婴外 生 殖器

男性化 , 欧洲和美国一些肥胖的年青妇女大

了减肥而使用了二硝基酚
, 以致产生白内障

和骨髓抑制
,

甚至造成 人中毒死亡 , 日本

由于服用
一
经基哇琳造成 人失明和肢体

瘫务 法国曾因久服泌盐使 多人产生中

枢神经损伤
。

国内外关于滥用抗生素而招致

继发感染率上升及药物不良反应加重的报道

已为人熟知
。

据国内抽样调查统计
,

药源性

疾病约占常见病的
,

药疗事故约占医疗

事故的
。

随着新药品种的争相问世
,

老
药新用的示吻舞轰衰奋并用药的 日益增多

,

潜伏释户娜脚龄也局时枷
。

因此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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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迫切需要获得大量的药物信息以保证药物

治疗的安全有效
。

为此情报药师正是临床医

师的天然助手
。

因情报药师担负着收集
、

整

理
、

保管及评价药物情报资料的责任
,

不仅

具有丰富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
,

还掌握药

物最新信息及全面资料
,

故能对医师
、

患者

的疑难问题提供情报 并且协助临床做好新

药试用的疗效考核和一般药物的疗效观察
,

协助医师合理选用药物和制定正确的用药方

案
,

从而促进医疗质量的全面提高
。

情报药师的设立将有助于 促 进 药 品的

产
、

供
、

用三者同步发展
。

因为情报药师掌

握临床用药的第一手资料
,

熟悉药物使用规

律
,

又与社会各医院
、

医药商店
、

药厂
、

医

药院校有广泛的联系
,

掌握 着 医 药 供应品

种
、

价格
、

新产品
、

紧缺商品等市场信息 ,

又能通过情报交流及时为工厂提供信息
,

不

断改进生产安排
,

使之疗效好
、

质量优
、

供

应足
。

同时也为药局主 任制定科学合理的采

购计划提供依据
,

减少和避免药品的短缺
、

积压和浪费等现象
。

情报药师通过对国内外

新药研制动态的收集
、

整理
、

分析和处理
,

还必定为推动药局科研作出贡献
。

设立情报药师是药局管理上的一个重要

改革
,

它着手于现实
,

着眼于未来
。

因为今

后医院管理的一大特点是信息管理
,

要达到

用指标和数据说明问题
,

由定性管理转向定

量管理
,

由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
,

必须建

立一套完整的信息系统
,

更好地掌握和运用

它
,

这样才能科学地管理药局
。

随着各医院情报药师的普遍设立
,

全国

药物情报网将逐步形成 这可 打破 各药局
“
闭关锁国

” 的局面
,

有利于推广临庆用药

的成功经验和防止同类药疗事故的重演
,

也

有利于药物研究的改进和开发
。

目前开展药物情报工作还存在许多困难

和阻碍
,

因为各基层医院药局大多忙于应付

日常调剂
、

制剂
、

供应工作
,

人员编制少
,

药物情报难以兼顾
。

既然没有 专人 负责收

集
、

整理
、

积累药物资料
,

而回答临床用药

咨询问题往往仅凭记忆和经验
,

既不系统完

整
,

又欠严密准确
, “

卡壳
”
之 事 更 是难

免
。

作者调查了大连地区 所医院
,

设立药

物情报室者仅 所
,

其中已确定专门人员或

给予 某些人 以一定时间来从事情报工作的

所 开设药物咨询窗 口或创办本院
“
药讯

”

的 所
。

从 目前药物情报人员的业务水平来

看
,

在基础医学知识
、

汉语和外语水平方面

都有相当差距
,

多数人不具备 检 索 情 报能

力 各药局情报人员也缺乏联络与交流
。

因

此
,

我建议首先应将情报药师列入编制
,

保

证其工作的顺利进行
,

同时举办情报药师短

训班
,

开办外语辅导讲座
、

讲授必要的临床

医学知识以及如何瘦集药物情报和检索文献

方法
,

以求提高利用文献的能力和有效地使

用情报资料
。

还应增设一定的设施
、

装备如

各种书籍报刊
、

专门房间
、

专用电话
,

有条

件的尚应装备打字机
、

油印机 和 静 电 复印

机
。

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
,

药物情

报资料亦可采用电子计算机贮存和检索
。

各

地药学会也应积极创造条件
,

为情报药师间

的联系及学术交流
、

情报交换活动提供更多

的方便
。

我们深信药物情报活动因需要而产

生由需要而发展
,

它必将为促进医药卫生保

健事业的进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张紫洞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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