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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

中心很突出
,

读者阅后 就
一

叮了解论文的

梗概
,

对 了解
、

分析国外科研最新动态和发

展是极有用的
。

西北地区十所部队医院药学情报工作调查

乌仃木齐总医院药局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麦军利

张紫洞

药学情报 �� � � � � � �� �
·

�� � ��� � ,
� ��

是临床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自�� 年代末 � 工

的概念正式提出以来
,

至今已有很大发展
,

�� 年代末
,

我国情报工作进入萌芽时期
,

起

步虽晚但发展较快
。

全国范围各专业系统及

军内相继成立了药学情报网
,

这 对加强国内

药学界的横向联系
,

互通情报
,

交流信息
,

推动 � �工作的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

现

对西北地区三个省的十所部队医院开 展 � �

活动情况作了初步的训杏
,

现报告如下
。

一
、

参加情报网

参加情报网的单位均可如期 收 到� 工中

心或情报站下发的最新 � �资料
,

这 些 资 料

戍为各单位药工人员获取 � �的最佳 捷 径
,

对药 学进展情况了解较快
,

疏通了信息交流

的渠道
,

改变了过去那种闭 目塞听
、

思想僵

化的状态
,

特别带动了边远地区药学事业的

发展
。

二
、

建立资料室

国家卫生部提出
�

有条件的医院可设药

剂研究情报资料室
。

从事 � �工作首先应建立资料室
,

供收藏

和储存类型不 同的� �资料
。

十所医院 建设情

况见表 � ,

可见大多医院已建室并办有内部

交流刊物
,

虽收集的资料不多
,

设备也不健

全
,

但可以看出� �工作已得到初步 重 视
。

不论医院大小
,

人员多少
,

条件优劣
,

都可

以开展和作好 � �工作
。

情报资料室 的 建 立

和逐步完善将为进一步促进 � �工作 的发 展

打下良好的基础
。

表 � 西月酬
�

所部队 医院建室情况

资料室
�� � �

期刊
�才�

, �

藏书
�册�

自 办 期 刊

兰州 军区总愿院

第 一 医 院

第 五 医 院

鸟鲁木齐总医院

第
一

卜二 医 院

第 十 三 医 院

第 二 十 三 医院

第 � � � 医 院

第 � � � 医
‘

院

空军乌鲁木齐医院

药 械 园 地

临床药物简讯

药 讯

药学专辑二
荡 讯 简 报

八目��
�

口�甘
‘

�八���八��切��司���几��八���

�����住

� �

� � �

介为分析室或学习室兼用
。

案 带 为铅印
,

其它均为油印
。

三
、

创办期刊
、

十所医院中� �以各种形式交流
,

如黑板

报
、

药讯
、

专辑等
。

以黑板报的形式宣传药

品信息由来 已久
,

由于省时
、

省工
、

省钱
、

简便易行
,

为药工所乐于接收和使用
,

所以

大多医院都采用过这种方法
,

并一直延用至

今
。

鸟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多年来办黑板报 ��

多期
,

介绍合理用药
、

配伍禁忌
、

药效评价
、

药 物不良反应和国内外药学动态等
。

但黑板

报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
�
局限性

,

不便广

泛传播 � 单一性
,

不便复制 � 暂时性
,

不便

保留等不足
。

自� � � �年以来
,

上述各医院陆

续以药讯的形式编印� �资料
。 “

药 讯
” 稿

件来源主要为药工人员
,

板面为�� 或 � 开
,

乌鲁木齐总医院编写的 药 学 专 辑 ��� 开 ��

页 � 容量大
、

内容多
、

涉及面广
,

在部队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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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交流 中得到了好评
。

这类资料司打破部队

间
、

地方间及省市间的界线
,

进行最大限度

的流通
、

交换和传递
。

药讯 可起到如下的作

用
。

�
�

宣传作用

� � � 宣传开展医院药学的重要意义
�

《临床药物简讯 》中以
“
开展临床药学刻不

容缓
”
为题

,

五医院在 《药讯 》中以 “积极

开展临床药学
”
为题

,

分另��阐述了开展临床

药学的起因
、

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

宣传开展

临床药学工作是医院药械工作现代化
、

科学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

号召广大药工重视并积

极从事临 床药学工作
。

�

� � � 宣传药政法规
�
� �期刊 是 经 常

宣传药政法规最好 的园地
,

并确保其实施
。

在上述药讯中我们分别看到刊登的
“
国家卫

生部通知
” 、

�

“
中国药典 � �  导年版药品名称

的改变
”
等一类文章

,

及时通报有关规定
, 。

这对宣传药政法规
,

贯彻执行法典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

一

�
气

� � 宣传科研成果
�
各医院借助期刊

药讯报道和宣传新的科研工作和成果
、

交流

经验
。

兰州军区总医院报道了 ,�� �� 药 理 实

验进展”
·�

和 “微机程控 自动加热装置研制成

功
”
等, 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在药学专辑上

报道了
“

药事管理的数学方法
” 、 “

计算机在

药库管理丫人事管理上的应用
”

等一系列专

业论文
。

通过各单位科研情况的交流
,

避免
,

熏复性实验
,
鼓励

、

启发和促进药工人员积

极从事科研工作
。

通 过具体数据比较
,

还可

衡量各阵院业务水平和科研能力
,

形成科研

竞争的局面
。

�

�
。

情报 交流
·

情报交流内容繁多
,

主要为 � � � 药物

不良反应
, � � � 不合理用药分析

,

� � �

新药介绍
,

�

� � � 老药新用
,

� � � 国外药

讯
,

� � � 小经验
,

� � � 介绍先进仪器的

性能和使用
,

� � � 货源短缺信 息
。

�� � �年

青霉素紧缺
,

在几个医隐为药 讯中均及时告

知医师
,

阐明紧缺原因
、

库存数目
,

征得医

师配合
,

合理使用
,

顺利解决 了药品短缺期

间的供求矛盾
。

四
、

用药咨询和参与临床用药

� �咨询随新药的增加 日益增多
,

笔者重

点调查了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的用药咨询工

作
。

�
�

用 药咨坷

用药咨询种类见表 �
。

咨询问题仍 以对

新药 了解和如何应用为最多
。

门诊平均每夭

� 一 � 名医师询问有无新的治疗药物
、

新药

说明书
、

新药的使用方法
、

毒副作用和不良

反应等等
。

药师根据各类问题所占的比重
,

重点加强业务训炼
。

比如及时翻译好进 口药

品说明书
,

熟记药物的作用
、

用途
、

剂量
、

给药方法和毒副作用等
,

有效地提高了解答

问题的速度和准确性
。

表 � 用 药 咨 询 种 类

咨 询 问 题 占咨询问题 �

��尸办�侧��片沙

⋯

新药及用途

用药剂量和给药方法

药物毒副作用

药物配伍禁忌和相互作用

复方制剂的成份

进 口药物说明书

新的药疗方法

致畸性

药物来源

其 它

� �
� �

�趴 �

�
�

参与临床用药

深入临床科室参与用药
。

如外科一腹部

平术病人
,

术后 发生尿漪留
,

临床用导尿
、

热敷
、

注射加兰他敏等方法均不奏效
,

药师

认为新斯的明能增强膀胧逼尿肌的收缩
,

促

进排尿
,

建议肌注 �� �� �
。

用药半小时后
,

病人自动排尿
。

经过药师们积极主动深入临

床
,

使医师们感到
,

每一个危重病人的痊愈

都离不开药师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
,
因此主

动与药师们商晕用药方案
,

并邀 请 参 加
�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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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纠正不合理 用 药

门诊药房抽样调查了自� � � �年一 � �   年

处方 � � � � �张
,

对其中不合理用药处方 做 了

分类 �见表 � �
。

表 � 不 合 理 处 方 分 类

表 � 不合格处方百 分率

处方 �张�

抽 样 数 量

不 合 格 数

不 合 格 率

� �  �年 � �  !年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

类 型 占不合理用药 �

重复用药 � �
�

�

拮抗作用 � �
�

�

酉己伍禁忌 � �
�

�

剂量不适 �过量或不足� ��
�

�

其 它 ��
。

�
,

可看出重复用药所占比例最高 �� �
�

���
,

主要原因是 医师们对复方制剂中成分不太清

楚
,

例如
�

� � 复方扑尔敏 �
每 � �� �

莽
� � 日

克感敏�
‘ � � � �� � � 日

处方中有三种成分相 同
,

仅一种 不同
,

如
�

复方扑尔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克 感 敏 �
�

� �  
�

� � �
�

� � � 一 �
�

�

按处方服法
,

仅非那西汀一种成分总量

已达�
�

� � � � 次
、

�
�

� �� � 日
,

用药 剂 量 太

大
,

毒性增强
。

其次是拮抗作用 �占� �
�

�� �
。

主要原因是对药物作用机理不明确
,

例如
�

� � 胃复安� � � � 一� � � � � � 日

颠茄片。
�

�� � 牙 �
�

� � � � 日

前者增强胃蠕动
,

加快排空速率
,

后者

松驰 胃肠平滑肌
,

减少 胃蠕动
,

作用相反
。

因此 《新编药物学 》中提出胃复安不可与抗

胆硷类药物同服
。

根据上述情况
,

药师们主动向医师介绍

复方制剂中的药物成分
、

理化性质
、

药物含

量
、

相互作用
、

体内过程及毒副作用
, ,

磋

商合理用药方案
,

纠正不合理用药
,

使处方

不合格率明显降低 �见表 � �
。

五
�

讨论和建议

同其他地区比较
,

西北地区部队医院还

较落后
,

这有多种原因
,

经调查分析认为主

要有以下几点
。 ,

�
�

对开展� 工工作认识不足
� 随 着 世

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

医药工业突飞猛进
,

大

量强效高效新药不断研制成功并投放临床使
用

,

盲目合用多种药物和滥用药物的现像使

药物的不良反应随之增加
,

这就给病人带来

许多不应有的损害或引起药源性疾病
,

影响

病人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

药物治疗作用与毒

副作用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
,

愈来愈弓�起医药

界广泛注意
,

在此形势下� �土作迫切需 要
,

并迅速发展起来
。

收集及积累大量分散的药物资料
,

经加

工
、

整理
、

分析
、

总结井及时向临床医师提

供可靠正确的用药方案
,

纠正不合理用药
,

避免药物不良反应
,

减少药源性疾 病 或 损

害
,

这是 � �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

� �工作不像其它工作那样容易 看 出 成

果
,

不仅直接经济效益较少
,

还需付出人力

和财力
,

这在当前人员和经费都相当紧张的

情况下
,

很难得到支持和帮助
。

但是应该看

到情报工作是医药工作者开阔 眼 界
、

了 解

国内外医药发展动向的窗 口
,

是打开科研大

门的钥匙
,

是药工人员克服知识老化
、

自我

更新
、

进修教育的课堂
,

是联系药学界相互

学 习
、

相互帮助
、

携手并进的纽带
。

能否重

视和积极领导开展� �工作将成为观 察 和 衡

量一个单位现代科学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

一
。

因此广大药学工作者迫切希望能在各级

领导的支持下推进 � �工作的发展
。

�
�

专业人才培养使用不矛
�� � 从事药学

氨基比林阿司匹林扑尔敏咖啡因非那西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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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工作人 员 �尤其是边疆部队 � 要 求 很

高
,

首先要有较高的觉悟
,

热爱情报工作
,

熟悉情报业务
,

具有本学科
、

本专业 及医院

药学的 基础理论知识
,

掌握文献检索方法
,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
,

有一定的分析
、

写作与

组织能力
。

而我地区药工人员的情报意识敏

感性
、

素质和能力大都较差
,

当务之急是加

强情报人员的训练和培养
,

同时学习和掌握

计算机在 � �管理中的应用
,

以适应 现 代 情

报工作的要求
。

现有情报人员多为兼职
,

在完成繁忙的

本职工作 之后
,

兼管难以完成的大量文献收

集和情报整理工作
。

无专人长期收 集
、

积

累
、

综合分析药物资料
,

就无法更淮确迅速

地回答� 工咨询
,

提供合理用药方案
,

更无 力

进行情报交流
,

有的医院 因人员和时间紧张

而不得不使创办的期刊暂时休刊或将周期延

长
。

因此� �工作人员应尽快地由兼 职 转 为

专职
,

医院药局应增设专业情报药师
。

�
�

缺 少横 向 交流
�

十所部队医院均缺

乏横向交流
,

期刊大都院内传播
,

这与兼管

� �时间紧张
一

育关
。

横向交流可扩大 情 报来

源
,

加速情报更新率
,

提高情报可信度
,

相

互学习
,

相互促进
。

小 结

笔者所调查的新疆地 区医院占部队团以

上 医院的 � � �
,

基 胶反映了� �工作 开 展 情

况
。

调查结果表明十所医院普遍做了大量的

� �工作
,

虽刚起步
,

已见成效
。

但 由 于 缺

乏明确的情报意识
,

任其自然发展
,

所以我

区部队医院 与兄弟部队比较因此相形之下
,

还 觉落后
,

要加快 � �工作的发展
,

提 高 � �

工作质量
,

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工作
。

有待继

续努力和提高
。

申串申令串串串串串串今率串串串串串串串率率率念串串串
套感欲慈翻率率疼

孟
审串串串串串串申

·

文摘
·

氯喳
、

氨苯矾
、

乙氨嗜咤在人乳中的排泄

苏景福 范振 亭译 张紫洞校

在疟疾流行地区
,

对疟疾有自然免疫力的妇女

在怀孕期间和产后直至 �周内应该服用抗疟预防药
,

这是因为她们在这一时期的免疫系统劝能卞降
。

在

疟疾流行区域无免疫力的妇女在怀孕期间及哺乳期

应劝告服用抗疟预防药
。

但缺乏抗疟药物向人乳中

排泄的报道
。

一项研究在同时服用氯啥和氨苯矾及乙胺 ��� 咤

复合剂后检测了氯嗤
、

氨苯矾和 乙胺嚓咤向人乳中

的排泄
。

这种合并治疗法被推荐为这一地区的抗疟

预防措施
,

在这地区中流行着对多种药物抵抗的恶

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株
。

� 个哺乳期妇女 �产后 � � � 天 � 一次剂量合

并使用了氯唆�� � � �
、

氨苯讽 ��� � � 及 乙 胺 嚓 咙

� �
�

��� �
。

服用抗疟药后在不同时间内采集 妇女 的

乳样和血样
。

分析氯啥及其主要代谢 物 去 乙基氯

哮
、

氨苯枫及其主要代谢物乙酞氨苯枫 和 乙胺嗜

咤
。 ‘ ,

实验结果表明
,

各种药物在人乳中和血 浆 中

的� � � 比率范围是
�

氯哇 �
�

� �一 �
�

�� ,

氮美 矾
�

·

� �一 �
·

理� � 乙胺嚓咙�
·

� � � �
�

� �
。

假如 婴 儿每

日摄人 � 升乳汁
,

� 天以上
,

氯喳
、

氨苯枫
、

乙胺

呛喧在乳汁中的最大百分比分别是母亲服 用 量的

�
�

� �
、
� �

�

� � 及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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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综合分析了这些相关结果并指出
:
母亲合

并服用氯唆
、

氨苯讽及乙胺嗜呢预防药后
,

甩她卯夕L
汁喂养的婴儿并不能预防疟疾的传染

。

只有乙肺脸

咙似可有相当量进人人乳
。

然而仅有此药是不能推

荐为预防疟疾的
,

因为恶性疟原虫株和间日疟原虫

株对本药物有广泛的抗药性
。

小儿摄取低剂量的氨

苯讽和乙胺嚓咤可能是无害的
,

但最终的低循环血

药浓度可能会促进抗药疟原虫株的选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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