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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 药 物 情 报 活 动 的 经 验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药材科 朱才娟 张 纯 邵 元福

药物情报工作是临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内

容
,

它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和提高医疗质量

具有特殊的作用
。

近年来随着临床药学的发

展
,

我们加强了医院药物情报工作
,

并收到

了一定成效
。

现将经验介绍如下
。

一
、

积极向临床提供药物情报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的主要 目的就是向临

床医护人员提供有关药物方面的信息
,

帮助

临床了解药物的作用特点
、

毒副反应
、

配伍

变化以及药源情况等等
,

制订合理的给药方

案
,

进而提高医疗质量
。

我科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向临床提供药物情报
。

利 用黑板报登载 医院 药品信 息

主要介绍医院新增药品
、

积滞药品等
,

也有

市场药品动态等栏 目
。

黑板报宣传的特点是

灵活
、

简便
、

易出版
、

信息传播快
。

而且我

科的黑板报挂在医院食堂门 口
,

看 的 人 次

多
,

传的面也广
。

仅 年初到 年 月就刊

出了 期
,

介绍药品共计 个
,

收到较好效

果
。

年初到 年 月我科共新增药品约

种
,

淘汰或更换老药约 种
。

用黑板报形式

传递药物情报
,

省工省钱
、

效率高
,

适用于

大
、

中
、

小型医院
,

宜大力推广
。

定期 出版 “临床药学简讯
” 小报

从 年 下半年到 年 月共出版了 期
,

每

月一期
。

其内容包括 药政管理
、

临床用

药
、

处方分析
、

药物不良反应
、

药物相互作

用
、

新药介绍
、

老药新用
、

名词解释
、

药品

信息等
。

为了办好
“
药讯

” ,

我们成立了编

辑小组
,

由科主任亲自挂帅
,

经常向本科专

业人员和临床科室医生征集稿子
,

并负责编

审
。 “药讯

” 采用铅印
,

开纸四版面
。

由

于 “
药讯

”
内容丰富

,

针对性强
,

很受临床

医护人员的欢迎
。 “药讯 ” 发放对象为本院

临床医师
、

药师 及护师以上人员
,

包括进修

生
。

我们还对外进行交流
,

长期相互交流的

军 内单位达 个之多
,

受到了中国药学会上

海分会和兄弟单位的好评
。

汇 编 药物资料 根据临床需要
,

年我们重新 汇编了
“门急诊常用药品协定

处方
” ,

供临床医生
、

进修生和 实 习生 使

用
、

年搞了一份
“药物不合理配伍表

” ,

收集了临床最常见的 多种药物
,

根 据 药

理性质改变
、

药代动力学性质改变
、

注射液

理化配伍禁忌和不合理输液配伍等内容
,

分

类制成 张小表格
,

订成小册子分发给临床

医生及护士
,

并还专门为此举办了讲座
,

受

到临床医护人员的欢迎
。

举办讲座 为临床医护人员举行

各种专题讲座是医院药物情报活动的一个主

动形式
。

自 年以来
,

我们为全院或专科医

护人员共举办了 次专题讲座
、

题 目有 新药

介绍
、

不合理用药分析
,

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

氨基酸注射液的临床合理应用
、

平喘药物研

究进展 及老药新用
,

心血管系统药物的相互

作用等等
。

我们还邀请专家
、

教授为全院医

生作报告
,

受到临床的欢迎
。

我们也派人到

地方协作医院 去举办
“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中

的几个问题
”

的专题讲座
、

反映良好
。

通过

讲座形式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扩大视野
,

掌握

较多和较新的合理用药知识
,

提 高 医 疗 水

平
。

举办讲座也可以锻炼我 药学人员的业务

能力
,

扩大我们的影响
,

提高药学在医院的

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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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受临床用药咨询 我们时常碰 药代动力学程序软件等
,

以便为临床提供必

到临床医生和护士 的提问和
“求拔” ,

大多 要的药物情报
。

数情况
,

我们可以根据平时积累的知识
、

现 我科曾组织药师以上人员
“包干” 阅览

成的资料予以很快答复
,

诸如 药品供应情 医院图书馆 内的医药杂志现刊
,

并负责摘抄

况
、

药物的名称和规格
、

用法 和剂量
、

药物 各期刊上有关药物方面的情报资料整理成卡

配伍
、

抗菌药物的选用等等
。

但也会遇到一 片分类保管
。

后来因某些原因
,

这一工作中

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

如病区护士发现几起进 断了
。

实际上这是一种收集药物资料 的好方

口头 抱呱酮加药在生理盐水时出现 乳白色混 法
,

又能督促药学人员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
,

浊现象
,

来问我们这是什么原因
、

该怎样处 值得继续搞下去
。

理 我们查了许多资料
,

并没发现有类似报 我们还参加了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组织

道
,

说明书上介绍可以用生理盐水来做稀释 的军内药物情报协作网
,

定期接受任务
,

收

剂
,

而且输液瓶中也没加其它药物
,

这就成 集和整理有关资料
。

也接受了上海市药学会

了 “难题 ” 。

我们进一步通过分析药物的结 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临床药学组 交 给 的 任

构特性
,

估计该药在生理盐水中浓度高时易 务
,

为该组织办的
“
临床药学情报资料

”
定

析出
,

故建议将混浊液用生理盐水再稀释一 期送一些外文期刊译稿
。

倍
,

结果混浊现象消失
,

并重新安全地用于 收集药物情报资料也是药学科研工作的

病人
,

为用药护士解了
“
难” , 之后我们根 重要内容

,

近年来我们进行了氨茶碱血药浓

据头抱呱酮 的药效学和药动学性质
,

建议医 度监侧及其药代动力学研究
,

匹莫林药代动

生适 当减少其临床用量
,

使每次用量不超过 力学研究以及新制剂的开发研究时
,

都做了

克
。

类似的情况很多
,

又比如皮肤科医生 大量的药物情报资料收集工作
。

为了搞一种新药
,

来询问去炎松一 注射液 三
、

我们的体会

与碘化钾溶液是否可配伍 我们通过查找有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在保证临床合理

关资料
,

并做了实验观察
,

认为短时期内两药 用药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应予以高度重

可以配伍
,

向医生作了详细解答
。

在急诊 室 视
。

今后应 向药物情报工作专业 化 方 向 发

也经常遇到药物中毒解救等咨询
,

如幼儿误 展
,

拟建立医院药物情报资料室
,

更好地为

服除蚊剂
、

小姑娘吞服大剂量避孕药等等
,

临床服务
。

这时我们立即帮助查找有关资料
,

并及时提 医院药物情报要面 向临床
,

要紧密

出处理意见
,

提供 临床急救处理时参考
。

配合临床工作
,

积极为临床第一线服务
,

才

二
、

广泛收集药物情报资料 能显示这一工作的真正价值
。

收集药物情报资料是开展医院药物情报 要积极
、

主动地收集临 床 药 物 资

工作的基础
。

随着新药和新疗法 的 不 断 涌 料
。

药师应走向临床
,

参与医师查房及病例

现
,

药品信息倍增
,

而且临床医护人员要求 讨论
,

收集临床药物不良反应
,

调查不合理

药师帮助解决有关药物的疑难问 题 越 来 越 用 药情况
,

来获取第一手资料
,

才能更好地

多
,

其涉及面非常广
,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 与医师对话
,

发挥临床用药咨询作用
、

指导

真广泛地收集药物情报
,

并要充分利用掌握 临床合理用药
。

的药物情报
,

才能迅速而准确地给予答复
,

医院药物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
,

与

满足临床的需要
。 ,

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 的
。

我院领

近年来我们科充实了许多临床药学所需 导很关心药物情报工作
,

经常对我们的黑板

的书籍
、

杂志等
,

还备有临床用药监护仪和 报和
“
药讯

” 内客提出指导性意 见
,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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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讯
” 的经费也由院部解决

。

我科领导也

亲自抓 ‘药讯
”
的编审工作

,

并积极撰稿
,

并拨出经费购买有关书籍和杂志
。

收 集 药 疗 资 料 好 助 手一治 疗 药 物 跟 踪 卡

解放军  。邵队卫生所 黄循裕

药房医疗机 构 是 病人 就 诊 的 “
终 点

站
” ,

药房发出的药物将直接用 于 病 人 身

上
。

如何观察用药过程 中出现的异常现象
,

研究其原因
,

并提出防止和解决的办法
,

这

是临床药学的任务之一
。

根据部队基层医疗

单位以门诊为主
,

病人集中居住
,

随访方便

等特点
,

我们设计出
“治疗药 物 跟 踪 卡

”

以下称跟踪卡
,

用来对病人用药情况进

行跟踪
。

试用一年来
,

先后收集到不少有价

值的临床用药资料
,

我们对这些资料进行综

合分析整理后反馈给临床
,

为医师再用药提

供了参考依据
。

现就跟踪卡的格式
、

作用
、

使用范围私方法作一简介
。

一
、

跟踪卡的格式

跟踪卡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为卡首
,

包括编号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单位和处方

药物及剂量
。

处方药物及剂量一 栏 留有 空

格
,

用来记录处方药物及剂量
。

第二部分包

括给药途经
、

服药时间
、

使用药物后出现哪

些不适及出现的时间等 详见 页样卡
。

二
、

目的意义

跟踪卡的目的在于 及时收集药物的不良

反应
,

防止在更多的病人身上重复
,

减少药

源性疾病的发生
, ‘

色在合理安全使用药物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

三
、

使用 范围和方法

跟踪卡的使用范围是 重点监护病人
、

长期使用某种药物的病人
、

应用某 些新药或

者认为有必要跟踪的病人
,

如某些超大剂量

连续使用药物的病人
。

方法是 第一部分由

药工人员填 写 第二部分由病人填写
。

病人

在使用药物的过程 中如出现异常现象
,

只要

在该症状上面打
“召” 即可

。

在发给跟踪卡

时应 向病人做好解释宣传工作
,

使得病人乐

意接受
,

积极协作
,

认真填写
,

及时交回药

房
。

最后药房应有专人汇总 整 理
,

仔细 核

实
,

并以适当方式向临床和上级卫生部门反

馈
。

·

文摘
·

酮康哇与利福平
、

异烟脐

本文报道了一例患头癣和颈淋巴结核的儿童因

使用酮康哩抗真菌疗法和同时并用抗结核药物利福

平及异烟阱而导致治疗失败
。

有关详细的临床资料

可参考原始文献
。

现将研究结果综述如下
·

无论是两药同时并用或间隔 小 时 分 别 给

药
,

利福平均可导致酮康挫的血浆浓度明显降低
。

·

无论是两药同时并用或间隔 小 时 分 别 给

药
,

异烟阱对酮康哇血浆浓度的影响更明显
。

,

酮康哩与利福平同时并用
,

而并非间隔 小

时分别给药时
,

酮康哇也可使利福平的血浆浓度明

显降低
。

利福平或异烟阱与酮康哇同时口服时均可诱导

酮康哇的代谢
,

而且酮康哇亦可抑制利福平的吸收
。

因而二种疾病同时感染时应分别处理
,

即结核

病感染需用利福平或异烟脐治疗
,

而头癣感染需用

酮康哇治疗
。

〔 《澳大利亚药学杂 志》
, , ,

 ! 英文 〕

曾昭全译 苏开仲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