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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情报管理
·

世 纪 医 药 情 报 工 作 者 的 任 务

村上隆 日本制药工业协会教育研修委员会委员长

周 骊 印高凤译 张紫洞校

医药情报工作者 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作

为公司的代表 当面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制品的

适当使用和普及促进活动
。

医药品的特性是

与人类的生命
、

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

其社会

性
、

公共性极高 而且医药 品本身必定具备

一定的有效物质和疗效
,

故医药情报工作者

为了使医生对每一个病人都能做到 合 理 用

药
,

进行充分的医药情报工作是必要的
,

傅

使医药品迅速普及推广
。

为此
,

医药情报工

作者不仅要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

而

且要基于职业道德进行工作
。

了 年日本在

改正药事法的过程中对医药情报工作者的资

格制度进行了讨论
,

为此
,

相应的行业为了

提高医药情报工作人员的素质
,

自发性地制

定了教育进修大纲
,

设置了教育进 修 委 员

会
,

各企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都对医药情

报工作者均实施了教育进修
,

至今 已 历

年
。

在此期间医药情报工作入员的素质有了

很大的提高
。

但为了适应高度化
、

多样化的

医疗要求
,

还应进一步地钻研
,

有必要把向

来以物为中心的医药情报活动而改变为从医

疗上为病人考虑的医药情报活动
。

药物治疗学的必要性

医药情报工作人 员的教育进修内容
,

不

仅要将药物的作用 作用机理 作为中心
,

而且增加与疾病相关的病 哩生理学
、

临床药

理学等药物治疗学的学习是很重要的
。

“
药

”
字是草字头下一个快乐的

“乐 ”

字
,

就是用草木治好了病即为乐事
。

而药字

的 日文读音为
“
苦司利

” ,

反过来 读 就 是

“利司苦
” , ,

即 “
危险的意思

“
药本来是

可 以救人命或给人解除病痛的
,

但在现实生

活中完全没有危险的药也是不存在的
,

在进

行医药情报活动时牢记这一点是非 常 重 要

的
。

不久前
,

国疗东京医院的名誉院长砂原

茂一先生在教育进修管理人员指导讲习班上

说过 “在考虑临床药理时
,

不可把医药品

讲的绝对了
,

患者由于年龄
、

性别
、

生活环

境等不同
,

另外疾病的种类
、

部位
、

症状
、

病程也不同
,

即使用相同的药品
,

其疗效是

不 尽相同
、

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
,

要基于某

种前提条件下的安全性
,

这一点是绝对不能

忘记的
。 ”

随着社会的高龄化
,

患复合 疾病

的患者多
,

而且疾病也多从急性变成慢性

老年患者的增加
,

由于与排泄
,

代谢有密切

关系的肝
、

肾功能低下而引起了蓄积问题

由于使用多种药物而引起药物互相作用以及

药物与饮食
,

嗜好 品间的相互作用 , 此外
,

由于长期用药的病例多
,

也就有摄取药物添

加剂及有关遵从性问题
。

药 品在市 场 上 出

现
,

如何把这些情况与在实际医疗时所得的

经验对照起来
,

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
,

使之

迅速地反馈到本公司的有关部门而对药 品再

评价
。

今后的情报活动有效地反馈给医务工

作者是很重要的
。

上市后监督和医药情报工作者

承担上市后监督
,

的重要任务是医药情

报工作者的责任
。

年 月 日本 公 布 了

“
优良上市后监督规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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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

特别是以新药为对象 的
。

药

品在得到承认的过程中无疑要确保其质量
,

为了确定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

在进行临床试

验时
,

对试验患者
、

给药时间
、

合并症
、

合

用药物等都要进行严格选择
。

而且高龄者
、

小孩及孕妇多不作为临床试验的对象
,

象这

样新药在承认前所做的临床试验
,

只是对标

准患者
,

标准剂量而言
,

而到正式 被 承 认

时
,

对于尚不太清楚的事项以及更多的患者

使用的疗效
、

安全性直至适用剂量等还有必

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

这些情况只有到医疗现场才能了解到
,

中也特别规定 了医药情报工作者的

任务
,

为使所有医药情报工作者能完成这一

任务
,

企业有义务开展这项进修教育
。

关于

药 品上市后的调查
,

在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药品推销道德基准中
,

认为确 定

合理使用医药品是重要的
。

但这种上市后的

调查决不能 以推销为晃子而滥用
,

医药企业

也好
,

医药情报工作者也好都应铭记在心
,

要正确地理解而付之于行动
。

社会对 医药情报工作者的要求

在日本医药情报工作者的行动在社会上

得到的评价如何呢 从所聘用的新手来看
,

非常遗憾
。

即使有工作时间不规则 等 等 理

由
,

对人们所期待的情报工作者来说
,

难以

得到
“
多数是好的

”
评价

。

本来医 药 品 只

要在治疗上使用得当
,

任何人都不会失去什

么
。

不仅是患者本人
、

患者家庭
,

就 是 医

生
、

制药企业以至整个社会都能受益
。

制药

企业对研究和开发新药的投资额是极大的
,

与其它产业相比所占比例也高
,

而且开发期

限也很长
。

尽量早一天将如此才能问世的药

品确切地用到因疾病而痛苦的患者身上
,

作

为医务工作者向导的医药情报工作者来说
,

这样的使命也是引以为荣的职业
。

社会对医

药情报工作者的评价之所以不高
,

是因为历

来只注重于市场销售
,

而对实质性的医药情

报活动没有扎实地开展
,

这一点很有必要进

行检讨
。

今后
,

医药情报领域 也使用电子计算机

进行情报服务
。

但在这些医药情报中能够用

电子计算机化的资料大概是以说明 书 和 制

剂
、

制品情报
、

学会情报等常规情 报 为 主

体
。

在每天的医疗活动中
,

医生对各个患者

进行治疗时
,

只能保证其治疗阶段 的 安 全

性
。

患者的病状
,

不可能万人一律的
。

对相

同的药物
,

患者的反应也不一样
。

为了对每

一个患者进行最恰当的治疗
、

医药情报是不

可欠缺的
,

而能够迅速地满足这一需要的
,

当然是医药情报工作者
。

另外
,

目前日益重

视以医务工作者与患者配合为申心的医疗活

动
,

这就必须要满足医师
、

药师以及患者诸

方面的医药情报的要求
。

如果实行了以患者

为中心的医疗活动
,

则不仅要为患者提供药

品
,

还必须提供与该药 品有关的情报及服药

指导
。

医药分业在向前发展
,

药 师也向着发

挥其专家作用的方向前进
。

在行政上医生分

担诊断和治疗部分
,

药师也分担调剂
、

服药

指导
,

药历管理部分
,

按专门知识进行职能

分工
。

医药情报工作者的终 身教育

在日本过去就实施对医师的终身教育
,

而且分专业进修
。

而药师的进修是以日本药

师会为中心而开展的终身教育
,

为了培养并

提高从事医疗工作的药师的素质
,

年

月设立了 日本药师进修中心
。

从事医药情报

活动的医药情报人员的 约 名是 药

师
,

为了提高医药情报人员的社会评价
,

特别

在医疗行业中的药师应率先自觉地进行医药

情报活动
。

而对企业内的医药情报工作者的

进修
,

也有必要从只单纯提供情报的教育进

修转到以收集医疗现场药物治疗情报以及如

何适应医务工作者的要求作为中心的教育进

修
。

以上叙述了医药情报工作者的任务
,

即

不仅要提供医药情报
,

而且要适应激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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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环境
,

向医务人员传递必要的情报
,

使医生能将医药 品最恰切 用于每 一 个 病

人
,

还要从使用药品的病人及医务人员那里

收集该药的反应
。

通过这一活动
,

以求使医

药品迅速地普及
。

概括起来可以说
,

医药情

报工作者是代表医药公司进行医药情报活动

的
,

所以提议称之为
“医药代表

”

,

单称
。

〔 《月刊药事》
, 一

》
,

 日文

药 品 信 息 分 类 编 码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陈盛新 金 进

一
、

引 言

随着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
,

信息

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我 国药 品生产
、

流通
、

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将越益普遍
。

近年

来
,

正 向着计算机 网络化方向发展
。

由于药

品汉字信息的特殊性
,

不能适应计算机键盘

输入
、

数据快速计算
、

逻辑运算
、

分类检索

等处理要求
,

因此必须将药 品汉字信息变为

计算机能够识别
,

便于处理的代码符号
。

这

一转换过程就是药品信息编码
。

鉴于药 品本

身包含着丰富的信息
,

为了不致丢失有用的

药 品信息
,

同时也为了方便检索和 容 易 追

加
,

通常采用药 品信息分类编码法编码
。

它

的优点有

便于计算机识别和 处理 药品信息

分类编码时
,

赋于每一药品一个唯 一 的 代

码
,

这个代码是按照该药品在相应的类别中

所处的位置产生的
,

因而非常便于计算机的

识别和处理
。

便于药品 信 息的处理和 交换
,

实现

药品信息资源共享 统一的药品编码便于实

现计算机通讯网络的信息传递和信息交换
,

使各用户的信息资源得 以共享
。

达到压缩 信 息
,

增大信 息量的 目的

药品信息分类编码可以较少的代码符号表

达较丰富的药品信息
。

例如代码 可

以表示青霉素钾 万单位
、

针剂
、

系抗微生

物的非合成抗生素
。

因而可 以节省计算机的

存储单元提高运算速度
。

二
、

药品信息编码原则

设计编码系统时首先明确药品信息分类

编码的原则
,

以便达到可行性
、

实用性和规

范性的要求

统一性原则 药 品代码应在一定级

另一定范围内予以统一
,

并尽可能达到全国

统一
。

唯一性原则 药 品的每一代码代表

一定规格的一种药品
,

决不允许存 在 多 义

性
。

科学实用性原则 以药 品的本质属

性为依据
,

科学地进行分类
。

为此
,

药品编

码系统的结构应具有多层次
,

少 种 类 的特

点
,

以便于使用者记忆
。

例如药 品按药理属

性分类
,

一般可分为四
、

五十类
,

但不易记

住
,

如分成两个层次再分类
,

第一层次不超

过二十类
,

第二层次不超过十类
,

就比较容

易记住
。

。

简明性原则 代码符号应当简单明

了
,

科学适用
,

位数不宜过多
。

因为符号复

杂和位数的增加
,

将使操作时的出错率随之

增长
,

同时工作量
、

计算机存储量
、

加工和

输出的负荷
,

也将为之增加
。

因此通常以能

包括全部品种
、

规格的最小位数为准
。

稳 定性原则 编码系统的结构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