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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

我们选调了一名多年来从事调剂工作
,

熟

悉情报业务
,

具有本学科
、

本专业 及 医 院

药学丰富知识的副主任药环担任此项工作
。

配齐营具
。

从房屋安排到 书柜
、

书架
、

桌
、

椅配备
,

规章制度的建立等
,

科领导都

亲 自动手
。

落实资金 不管是订阅杂志
、

药学工具书
、

各类药学书刊还是和兄弟医院

联办《临床药学简讯》等
,

从资全上都给予保

证
。

人员索质
,

是办好药剂情报 资 料 工

作的关键
。

在
“

硬件
”

和资金保障的情况下
,

能否搞好药物情报工作
,

最大 限度的发挥杂

志
、

亏刊作用
,

准确及时地为临床提供信自
、 ,

关键是被选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积极性
,

我科资管人员具有以卞兰个特点 热情高

一首先是热爱情报资料主作
,

熟悉情报业

务
,

专业知识扎实
,

有一定独立工作及与临

床广泛联系的能力
。

手脚勤
—

资管员有

着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 任感
,

从 资 料 的

订购
、

报帐
、

收集
、

登记
、

分类
、

整理
、

摘

卡
、

咨询和装订等工作都体现了勤奋努力工

作
。

善整理
—

资管员除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外
,

还要有较高能力
,

及时阅读有关资料
,

随时记录下有关文章的标题与摘要
,

以供检

索
。

美国药学情报中心的现状

刘
一

晋华 李冬梅译 张 幸勺校

药物在临床治疗上的重要性促使了药物

情报中心的建
一

立
,

以帮助和推动临床合理用

药
。

第一个正规化的药物情 报 中心 建 立于

年肯塔墓大学
,

其主要 目的是
“

办内科

医生和牙医提供精选的综合性药物情报
,

以

便评价和比较药物
” 。

迄今为止
,

正式的药

物情报中心 已遍布美国各地
,

为回答具体有

关用药问题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

年
,

等人总结指出
,

由

于医护人员缺乏利用情报中 心 的 意 识
,

因

此药物情报中心未被充分使用
,

为纠正缺乏

这种意识
,

描述 已知的药物情报中心的地位

与职能的若干调 查报 告 已 经 公布
。

本调查

的 目的是 了解目前美国药物情报中心的

数量
,

工作童
、

参考力袱的可用性
、

电脑化

程度
,

收费 隋况隶属机构及教育能力等方面

的状况
,

评 价过 去 多 年来药物情报

中心的发展动向
。

方法

年 月
,

我们 向全国各 地 药 物 情

报中心的药师发出调查表
,

被函调 名单包括

以前公布的通讯录上的药物情报中心和由药

学情报网承认
,

在美国医院药剂师学会 电子

布告栏上显示的新的药学情报 中 心
。

我 们

希望通过已有的通讯录和药学情 报 网 的 公

告
,

能够得到一份准确完全的药物情报中心

名单
。

调查包括 个尚无答案的 问 题 一 览

表
,

以求得到比以前的调查
,

更为详尽的结

果
。

尽管这个调查表已由正在从事实践的药

师评阅
,

但并末被正式预先 测 试
。

调 查 内

容包括 药物情报中心的名称
、

地址
、

人员

配备
、

工作时间
、

服务项 目
、

收费情况 咨

询对象以及每月接受的药物与毒药情报咨询

的次数 中心内常用的参考书籍
、

期刊杂志

和药物情报系统 电子计算机和大容量只读

式光盘包括联机数据库经营者咨询的使用情

况和侮月进行联机检索的次数与形式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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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中心的隶属机构 教育任务
、

药学情报

中心专门化的范围和检索方面的情况
。

最初
,

我们发出了 份调查表
,

周

后寄出催缴的明信片
,

四周时对未反馈的情

报中心重新发出调查表
,

对于疏忽造成再次

接受调查表的中心告知其将两张表 一 并 寄

回
,

并在多余的一张上注明
“

重复
”

的字样
。

随后六周内
,

通过电话证实仍未答复的药物

情报中心是否仍在工作
。

将对每
、

一间题的反馈信息分别编码
,

并

采用 统计分析程序

,
, , ,

进行

效据分析
,

显著性顶测值镇
。

结果与讨论

气至公布为止
,

个药物情报中心中
,

发现 个是重复的
,

余下的为 个
‘

在实

际调查的 个中心中
,

个返回作了部分

回答
,

个返回作了全部回答
,

反馈率为

沟 个中心
,

本文仅对 个回答完

全的中心进行了分析
。

工作活跃的药物情报

中心的数量 已由 年的 个增加到

年的 个之多
。 ,

在 个回答完全的药物情报中心中
,

妇 个 是每星期一至 星 期五

了 提供服务
,

有 个中心 每天

小时提供服务
,

这 与 和

’ 在  年报告调查的提供 小时服务

的情报中心的数目
。

基本一致
。

个中心 设在 医院
,

虽然有 个 中

心 是隶属于药学院
,

但仅有 个

设 在 学 院 内 个中心 设

在毒物控制中心
,

其余 个设在其它 地 方

如附属支持建筑物
。

除接受咨询外
,

药物情报中心还为医院

和用户提供许多其它项目的服务
。

有 卜 个

中心
。

参与药学和治疗学委员会的工

作 个中心 定期出版业务通讯
,

许多中心还参与制订 在 职 训 练计划
二

、

杂志评述
、

药物使用评价 二

、

药物不 良反应报告
二 、

药物产品

缺陷报告 二 以及研究中药物的 报 告

等项服务
。

医生和药师向药物情报中心 范 围

要求 电话咨询的各占 土 平均

值 士
,

其次护士为第二大用户占 士

,

一般公众提出的询问约 占 士
。

这些数 据 与 和 , 报 告

的结果相似
。

大多数药物情报中心提供的服务不受区

域限制
,

确实限定各约定的医院
、

医疗中心

或城市的医务人员服务的中心
,

据报道对来

自此约定之外的个别咨询也不拒绝
。

个中心  或更多的情 报 中 心

公认的常 用 参 考 文 书 是 医 师 案 头 参 考
, 、

美国医院处方集药 物情 报
,

事实与比较
。

哪 的 二
,

和

的治疗学药理学墓础 。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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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30 个情报中心
、

中
,

1 2 5 个提供了他们

每月接受咨询的次数
。

侮月接受咨询的次数

是 2~ 1481 次
,

平 均 值 土S D 二 2 2 0 士225
。

表1列出了本次调查和 以
一

前调查报告
,

由药物

情报中心每月提供咨询 的 次数
。

本次 调 查

中
,

每月接受咨询在 20 0 次以上 的 中心 有

3a个
、

峨0 0 次以上的有 18个
。

在 130 个 中

心中有 7字个(59
.2% ) 主张不接受毒物情报

咨询
,

钓 个中心每月接受的毒物情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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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100 次
,

其余 13 个每月提供的 有 关 该

方面的服务达 250一35 00 次(平均值 士S D

1 3 4 0土 1133 )
。

只有两个中心说明其工 作地

点设在毒药情报中心
,

大多数提供毒药情报

咨询服务的中心 (n = 34 ) 是设置在医院的药

房
,

8 个中心设在医院的一个单独区 域
,

其

余的被设 在 医 学 图 书馆 (n
二
3)

、

药 学 院

(n = 2 )
、

毒物江制中心(n
“
3) 或附属建筑内

(n = 4 )
。

对
‘

调查作出回答的情报中心中
,

报道有

1 、

2

、

4 名相当专职药师职位的中心分别 为

43.8 %
、

9

.

2
% 和 4

.6 %
,

1 2 个中心未配备专

职药师
。

在 服 务 费 的 考 虑 上
,

1 个 情 报 中 心

(O
,

8
% ) 对公众收费

,

13 个中心 (10 % )对医

护人员收费
,

23 个中心 (17
.7 % ) 与工厂签

订合同服务
。

在以前的调查中
,

收费的情报

中心在 1976 年为 2 个 (2
.7 % )

、

1 9 8 0 年为

rs个 (18
。

8
%

)

、

1 9 8 7 年为 24 个(19
.4% )

。

1
25 个中心(96 % )在某些方面使用计算机

服务
,

早些时候的调查极少提供关于药物情

报中心电脑化方面的资料
。

在 1953 年
,

2 9 5 6

年和 198 7年
,

使用计算机提供某些 服 务 的

中心分别为 55 %
、

30

。

7
% 和 84

.
6 %

。

在 本

次调查中
,

96 个中心 (73
.
8 % )使用计算机辅

助数据库联机检索
,

但有 n 个中心(8
.
5 % )

每月进行联机检索次数 为 O 次; 13 个 中心

(10 % )为 60 次以上 ;其余的中心介于二者之

间
,

使用联机检索的情报中心每月平均检索

5一 10 次
。

调查表明
,

98 所药物情报中心(75
.4 % )

附属于药学 院
,

47 所 (3 6% ) 附属 于 医 学

院
。

50 % 以上的中心(n
= 10 7) 作为药学院学

生轮转的基地
,

60 所 中心 (46 % ) 作为医院

药学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基 地
,

65 所 中 心

(50 % )作为一般住院药师轮转基地
,

仅有 30

所中心 (23 % ) 承担药学情报和治疗学的教

学课程任务
。

虽然我们的调查并不试 图弄 清 检 索活

动
,

但我们发现有 65 所中心( 50 % ) 做了这

项工作
。

以前的调查未戮及从事检索工作的

药学情报人员
。

尽管药物情报本身被认为是

一个专业
,

但有些中心又专门从事于某一领

域
,

如肿瘤或儿科药物情报
。

在 我 们 的 调

查中
,

有 87 个中心对药物情报专业 提出 要

求
。

药物情报中心每 月工作量调 查表
“

接受咨询样本(% )

每月接受咨询的次数
197生年调查
(n = 5土)

」9 85 年调查
(n = 67 )b

1990 年调查
(n 二 1 2 5 )

860自4当论巧3024101833

郡3510422百50

51ee 100

工0 上一150

]50~ 200 、

> 2 0 0

」98 1 年调查
(n = 83 )

24

12

17

16

31

15 16

a . 不包括兼毒物情报中心的药物情报中心的数据

b
.
包括接受咨询的所有的调查反馈的中心

药物情报中心的不
一

平衡 已经受到人们关

注
,

本次调查不是要对情报中心作比较
,

而

只是特别调夜了月前药物情报中心的方针和

常规手册及质量保证制度 现 况
。

仅有 15 个

中心 (1 1
.
5肠)报告有方针和常规手册

,

即使

是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
; 31 个中心提到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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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制度
。

98 个中心报告没有质 量保 证

1)变
。

的增加证明
:
药物情报中心对 犷药师和其它

医务工作者越来越重要了
二

结论
.

药物情报中心的数量及其接受咨询次数

[A JH P 《美国 医
.
院 药学杂 志》

,
1 9 9 2

,

4 9 ( 1 )

:
1 0 3

~
1 0 5 ) 〕

上接 (6 9)页

祝是为部队基层卫生竿位培养从事药学工作

的药剂士
,

是
“

实用型
”

的中级技术人 才
。

但

是
,
目前培养 目标与课程设置不符的 问题十

分明显
,

.

急需研 究解决
。

中专教育 目前参照

执行的是总参须发的指导性训练计划
,
但是

教材是选用地方的统 编教材 ; 而 地方的招 生

甘 象为初 中毕业雄
一 、

学制三年
,

军队招 收的

是高中毕业
、

学6,J 二年
,

学 员的 文化塞础 及

学制均不 同
; 教材内容 多与时间少的矛质比

较突 出
,

教学质量难 以 保证
。

会 议 一 致 认

为
:
为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

必须制订统一的

存合平队实际的教学(含实验)大纲
,

供各校

使 用
。

为休现军队特色
,

急需及早编 写 《军

队药材供应管理学》教材
,

会议建议由海军

医学专科 学校和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牵头
,

咀织 总后 医专和空军医专等单位参加 编 写
。

关于药学大专教育
。

会议认为
,

药学大

专教育
,

是我军高等药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层

次
,

是适合我军实际 需要的
。

其 目标应是培

养能够从 事部 队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 药

荆师
。

原计划中要求培养
“

从事临床药学工

作约药齐j师
”

的目标不够确切
。

药学大 专 教

育
,

培养的是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 才
,

在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收培养上
,

持别强调要 突

出理论知 识的应用和动手能力(实践技能 )的

培 养
,
加强实践性教学

。

但是从总体上看
,

高等药学专科教育没有正式列编
,

缺乏计划

性和 正规化
,

从培养 目标
、

训练计划
,

到教

学大纲和教材等都没有统一 的瓦划和要求
,

长育质量难 以保证
。

鉴于 我军药 学 大 专 教

育
,

实际上存在着招收在职干部
、

二年制与尚

中毕业生
、

三年制的两种不 同情况
,

建议 总

部有关部门制汀不 同的训练计划 和 课 程 设

置
。

在 目前 全国尚 无统一的大纲
、

教材的情

兄
一

下
,

条件允许时
,

应考虑编写适合军队特

点 的教学大纲 和教材
。

会议建议
,
由第二 军

医 大学药学院牵头
,

另写专题报告
。

关于 继续教育
。

代表们祝我军药学继续

教育问题
,

展开 了热烈 的词
一

论
。

认 为继续教

育是整个药学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其 目的

是使经过 院校培养的药学技术干部在工作 中

能够不断更新知识
,

提高水平
。

教 育内容
,

主要 以学
:
件发展和边缘学许方西 的新理论

、

新知识
、

新技术
、

新方法 为主
‘。

继续教育要

做到待续而 有成效地进行
,

必旋有领导
、

有

组织
、

有大纲
、

有妥求
。

建议 由总部 有关邓

门牵头或委托药学教育专业组组 织 有 关 专

家
,

结合各级药学技术人 员的职
一

介
,

制 定指
一

争汪的继续教育计划和 大纲
,

让各单位参照

执行
。

继续教育应特别注意 多层次
、

多形式
,

以 本单位传帮带
、

个人 自学
、

岗 位饭高 为

主
,

同时适时举办专题 进修班
。

会议对
“

八五
”

期 间
,

药学教育专业红 的

活动
, 泣也行 了讨论

,

作 出了初步安排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参观 了海军医学专科

学校的有关科室
,

他们的办学条件和在培 养

医 药卫 生人才与教学
、

科研等方面取得的北

步
,

给代表们留下 了深刻的 印象
。

经过协商
,

代表们一玫同意在一九九三

干举行全军第二 局 药学技育学术研 讨会
。

代表们一致感到
,

本次会议叶间虽拄
,

但 获益非浅
,

更加坚 定了搞好军队药学教育

的信心和决 心
。

本次会议的 成功
,

得到 了海军后勤邵机

关
,

月手另q 是海军 医学专科学校的 大力支持和

协助
,

全体代表向他们表示表心 的感讲 !

f
一

姜宝文 李万 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