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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效应
,

能使瞳孔括约肌和睫状肌松驰
,

使瞳

孔散大
,

前房变浅虹膜根部堵塞
,

前房角变窄

或闭锁
,

房水排出受阻加重病情
。

我们建议

改服苯巴比妥镇静
,

第二天症状好转
,

治疗满

意
。

四
、

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

配合临床监护

病人

临床血药浓度监测
,

是医
、

药结合的重要

部分
。

药师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

能协助医师

探讨常规用药的合理性
,

配合掌握病人个体

差异等等
,

它在临床合理用药
,

安全用药中发

挥很好的作用
。

可根据血药浓度选择适宜剂

量
、

适当的给药途径和适当的剂型
,

也能根据

其浓度的半衰期确定给药次数
。

如我们监测

发现庆大霉素常规给药方案 一 日一次
,

一次

万单位
,

间隔期间血药 浓度有很大 波动
,

相当一段时间低于有效浓度 一 件 范

围
,

至第二天注前测定有血药浓度降于 。,

若

将改为每日 次
,

每次 万单位
,

或肌注改

为每日 次
,

每次 万单位
,

血药 浓度可持

续维持在有效浓度范围以内
,

从而提高了疗

效
。

五
、

举办讲座
、

讲课

我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为医护人员举办专

题讲座
、

讲课
。

形式可以是全院或科室
,

可

以走出去或请进来
。

系统地介绍一些国内外

药物研究动态以及有关药物知识
,

推广新药
,

帮助医护人员扩大视野
、

掌握较多和较新的

合理用药知识
,

以便推动临床用药更加安全

和有效
。

六
、

定期出版
“

药讯
” ,

办好黑板报

紧密配合临床
,

立足于本院的实际情况
,

重点介绍合理用药
、

不 良反应
,

相互作用
,

临

床药物动态
,

介绍并推荐新药
、

新制剂
、

新齐

型和新疗法等
。

内容要短小精悍
、

生动
。

二

年来我们已出版《医院药讯》 期
,

介绍临床

合理用药 篇
,

药物的不 良反应
,

相互作用
’

篇
,

药源性疾病 篇
,

生活与药物小知识

篇
,

介绍并推荐新药 种
,

老药新用 篇
,

提供药学咨询 篇
,

临床药学选择题 道
,

并且针对本院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及时通告医师和提出改进措施
。

利用黑

板报形式
、

选登一些有关合理用药方面的科

普短文
,

提高患者用药常识
,

配合治疗
。

实践证明发挥临床药学的
“

桥梁
”

作用
,

加强了医药结合
,

密切了医护药病人关系
,

促

进 了临床合理用药
,

为药学服务于临床迈出

了新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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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我院临床药学工作的深入发展

空军兰州医院药剂科 兰州 李 决 周嘉秀

治疗药物监测 是以药 动学
、

药效

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

借助先进在休内药物

分析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
,

研究药物在体内

变化规律的一项科学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

它

对 临床用药中疗效的高低与毒副反应的强弱

可给预定量评价
,

并根据测得的数据对不合

理的给药方案予以相应调整
,

从而减少了用

药的盲 目性
,

促使药物 治疗达 到预期 的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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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的
。

自  ! 年 以来
,

通过 工作的研究

促进了我院临床药学的深入发展
。

一
、

围绕  的实验研究工作

以耳垂血为标本研 究体内药动学特征

开展
,

首先要建立相应的采 样 及

监测手段
,

经典的肘静脉采血法不 易为受试

者和患者接受
,

使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限制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以耳垂血为标本对药

动学特征的系统研究
,

先后在正常人 和家 兔

体内研究了种氨基糖贰类
、

氨节青霉素
、

苯妥

英
、

地高辛
、

氨甲喋吟
、

卡马西平
、

氨茶碱等

种药物的耳垂 缘 血的动力学过程
,

并与静

脉血药进行了比较
,

结果表明二 者的相关性

良好
。

为 工作建立了一种简便易行的

采样方法
。

药物血 浆蛋 白结 合率的研 究

游离药物浓度是药物在体内参予代谢
,

发挥疗效的真正实体
,

以此作为监测对象更

能直接地反映药物的体内变化和量效关系
。

几年来我们对苯妥英
、

地高辛
、

氨甲喋吟
、

消

炎痛等四种药物的游离浓度进行了测定
。

并

比较了常用的游离药物 分 离方 法的优
、

缺

点
。

还 自行研究了微型超滤管
,

为这项工作

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

药物相 互作 用的实验研 究

药物在机体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

互相

作用极为复杂
。

例如癫痛治疗常同时用几种

药物
,

而多数抗癫痛药是药物代谢酶的强效

诱导剂或抑制剂
。

我们用高效薄层法考察了

苯妥英合用苯巴 比妥后家兔体内的动力学变

化
,

提示后者不仅影响苯妥英的消除
,

而且使

减少
,

我们用同位素示踪法考察了中药

桔梗的引经作用
,

发现其有改变地高辛吸收

的趋势
。

二
、

积极开展  协助医师合理用药

利用微机 系统指导临床 用药

我们先后引进了药动
一生物药剂学

一 药动学
、

药效学 一
,

临床用

药咨询
,

药物相互作用等软件
,

并利用这些软

件考察了临床用药
,

回答咨询
,

求算药动学参

数
,

制订给药方案
,

同时还利用微机编印了

《兰苑药讯》
,

介绍 的意义
,

药物不 良反

应
,

相互作用
,

新药 的作用等
,

赢得了临床医

师和患者的好评
。

通过 制仃个体化的给药方案

几年来
,

我们对临床 例病人进行 了

药物监测 〕,

监测的药物有 苯妥英
、

地高辛
、

庆大霉素
、

链霉素
、

卡那霉素
、

红霉素
、

卡马西

平
。

患者的年龄 至 岁
。

根据药物浓度

逐一进行了治疗方案的调整
,

及时反馈到临

床
,

同时还找到 了一些带规律性的现象
,

例

如
,

使用庆大霉素的多数患者在第二次给药

前体内血药浓度已不在治疗范围内
。

通过上

述事实强调 了个体化给药的必要性
,

并得到

医生的理解和共鸣
。

通过 参予临床的抢救工作

在常规监测的同时
,

我们对有机磷农药

和中抑枢制性药物进行了快速鉴定的方法学

探讨
,

找到了快速鉴定方法
,

保证了患者的及

时救治
。

神经内科一女孩 服用 苯妥英 欲 自

杀
,

由于我们及时进行了定性
、

定量分析
,

经医师采取相应的抢救措施
,

挽救了她的生

命
。

是一门新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
,

是临床药学中最活跃的部分
。

在国外
,

已有

氨基糖贰类抗生素
、

抗惊厥药
、

三环类抗抑郁

药
、

洋地黄
、

氨茶碱
、

氨甲喋吟
、

普鲁卡因酞胺

等药物作为常规监 测
。

在我国
,

工作

虽然起步较晚
,

但发展十分迅速
,

我们相信经

过努力
,

在医疗工作中必将发挥愈来

愈重要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黄样等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

〕

幻 周嘉秀等 中国药学杂志
, ,

周嘉秀等 甘肃药学
,

周嘉秀等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

杨晓惠等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易仑
,

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