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药学情报管理
·

医 院 药 房 情 报 系 统 的 建 设

尔 〔军汉 口
、

又 一 高权 中

医院药房情报信自
、

系统是用未获得储存

和回忆药房各种业务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

也

可成为药房 内部业务服务中心
。

由于新药戈

展迅速
,

国内外每年都有新药产 昂应市
,

药

师传递新药信息
,

有一个书粉民信息
、

系统通讯

网络
。

这个网络在医院药房相继 建 立 与发

展
,

药师想把最新药物知识 及时传递
,

使医

师很快了解国内外新药发展状 况
,

情报网络

显得非常重要而又艰 巨
。

目前有的药房 已开

始建立资料收集和阅览系统
、

建立 阅览室和

资料卡
,

收集的资料汇编小报形式定期或不

定期传递到临床各科室和院外兄弟单位进行

资料交换
。

收集资料帮助咨询
,

可通过电话

或书面传递任何一方
,

个别单位建立 资料
一

信

息和双向信息传导和分配系统
。

目前还没一

家建立完整的收集和交换分理系统
,

分理处

方
、

记录各种表格资 日
,

不仅在医院内传递

信息
,

也能提供单项储存和迅速回忆药房内

部所有资料及实验科研 记录等等
。

国内医院

药房多处在经验管理阶段
,

还看不出质量与

服务乃是技术与药品是决胜的 关 键
,

所 以

药师必须将新药知识及时向临床医师传递
,

这是今后药师肩负重任
。

我们对这方而的工

作体会如下

一
、

信息与情报

如今世界正处在所谓
“

信息时代
”

共实

信息和情报不能混为一谈
,

但两个概念不一

定分的很清
,

严格的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信息是信源向信宿提供的关于各运动变化状

态的新消息
,

这个消息的指令
、

数据
、

材料
、

文

件应含有新的内容和知识
,

药师要想赶上高

速度发展的新时代
,

特别应该更新自己的知

识结构
,

因为
‘

七界 几每 秒公布一 条 仅 限

于自然科学和 支术科学方而的新消息
。

它反

映 州国万种杂恋上
,

这 些杂志里发表一百五

十万三二百万 流文章中
,

同时还在十万种书

和一万种其它科学杂 乙上
。

信息是企业的生

命
,

科研成果成败多华取决于肯报信息工作

好坏
。

全 迁界用 少 钊及信 自
、

经费相 当人民币

亿元
,

有  万人
。

日本每秒到一 分 钟

就获得世界各地的行动变动
,

这对决策应 变

有很大帮肋
。

日
厂

八有一家小公司有 名 职

员
,

经理每 年用 夭到海外收集信息
,

仅有

牡名男职 员
,

就有 名有海外出差经验
,

让

职 员亲 自观察新时代溯流
,

通过亲身感受
,

对新的东西 自然就会增强
。

他们不择手段获

取对方机密信 已
、 。

份衬民是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 的 重 要依

据
,

情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

把加工分析

研究处理后的信息得 到一定的结果为情报
,

情于民比信启
、

对接受者的意义大
,

影响深
。

如

不
下

挤上一 补浅役决胜负往往来源于正确的情

报
,

所 以说信息与情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二
、

信息与情报来源

这里所 兑的信息与情报主要对木单位有

治序价值的新药或老药新用等有关信息
。

艺场物信息与情报来源于医护人员临

床实践在治疗中的一些方法和新发现
,

需要

药师经常深入临床和临床医师取得 密 切 联

系
。

参加查病房查病历 及临床讨论会等
,

进

行系统研究分析归纳
,

这样的资料 「匕较 宝

」兰,

夕之。

药物信息与情报来源于药厂
,

药厂

生产新药
、

新剂型国内外 几乎每天都有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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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如何使这些新产品 以最快速度 进 入 临

床
,

医院和药厂挂  
,

将产品 目录及说明书

等有关资料在 使用单位用展览形式展出
,

保

持定期进行介绍和看样 钾
。

药物信息与情报来源于药物研究单

位
,

这些单位情报信息比较新
、

水 平 比 较

高
、

理论数据比较准
,

对临床合理用药指导

性强
。

药物信息与情报来源于国内外医药

杂志
,

这方面的资料收集需占用大量时间
,

而

且所有杂志也不能每部都能阅读
,

将收集的

资料分类编号供应咨询
、

供应临床科研等
。

药物信 自
、

与情报来源于其它方面
,

如

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的资料
,

和兄弟单位 交换

的 资料
,

参观学 习的资料
,

这些资料比较新
,

进行分类整理提供临床科研等单位参考
。

三
、

信息与情报的传递

必须建立一个信息系统通信网络
,

各医

院虽然相继建立与发展
,

但纵向横向联系还

欠佳
,

特另药师与医师
、

药剂科与药 厂
、

药

剂科与有关单位及时沟通新药信息还不够积

极主动
。

目前各单位传递的方法如下

采用新闻小报形式 很多医院已开

展这项工作
,

将收集有关资料印成各种形式

发到临床科室
,

也有时用广告形式将一个有

效的而且可用的药物信息
,

整理简而明或摘

要性的定期或不定期小报进行宣传
。

目前比

较活跃的
,

如重庆天桥医院
、

西安 西 京 医

院
、

苏州医学院附院
、

常熟市人 民医院
、

中

日友好医院等三十多个医院与我院定期交换

资料
,

医生要想详细了解资料可来 资料室索

取各方面参考文献
,

也欢迎临床医师将自己

临床经验投稿交流
,

使全院人员及时得到有

关药物知识
,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

开展新药展览室 药剂科应设一个

橱窗将有关参阅文献和新药说明书随同新药

在这个窗口展出
,

定期更新
,

允许全院医护

人员对药品鉴别观看
。

这个展览室 不 宜 太

大
,

并有一个小资料室可提供阅览及销售有

关宣传资料
,

并应有一个高年资药师专人负

责戍兼负责
,

以便进行必要咨 句工作
,

有条

件医院都应开展这项工作
。

定期召开学术交流会 为了交换信息

与情报必须举行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交流会
,

这是最好的传递新药信息场所
,

对一些有使

用价值可靠的药物信息
,

或不太有效的药物

评价或国内外新增和删除药物品种介绍等
,

每个药师应该轮流介绍这方面知识
,

也是促

进药师更新知识的机会
。

我院每月 活 动 一

次
,

也可邀请科研药厂等有关人员到这样的

会议上
,

进行传递这方面的知识
。

在这个场

合提出发展新药途径
,

也是为科研单位提供

开发新药资源比较好的场所
,

同时为药厂销

售新药推广新药提供最好场所
。

临床医师可

为厂家提供适当剂型及各种用药要求
,

以达

到沟通药物信息传递
。

‘
药事委员会和刊务展览编委会 对

有关药物使用规定及讨论一些关键性药物评

价及科研成果结论及有关文献的评价
,

都应

在这个会上讨论
。

国外落实比较好
,

国内一

些医院忙于各种关系学对这方面工作还不够

重视
,

说明药事工作今后还应做更大努力改

进
,

赶上国外的水平
。

四
、

,

布柳德感与情报资料的整理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细致平凡而又琐 碎 的 工

作
,

对各种资料收集储存
、

分类
,

近期和远

期按英文字母顺序或药物作用建立索 引卡
。

每种药品必须找到资料并如实记载
。

药品上

临床二年之内的应为新产品类
,

收载药典或

地方规范的常用品为二类产品
,

没有出售的

试验产品为三类产品
。

还有其它产品按各单

位条件从实际出发
,

对各种药物图书杂志
、

学

术会议资料及药品广告说明书等
,

按题 目或

疗效分类
。

其它过一年后的资料都应为二次

性或一般资料
,

这些资料编码应方便易查
,

为

咨询服务
。

一般咨询处应设有一定数量工具

书以便及时回答问题
。

兄弟单位交换资料应

编号登记收入资料间
,

分类存档以便备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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