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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
,

可广泛地向本地区部队医疗卫生单位

提供临床所需的各种常规制剂
、

特殊制剂和

用量虽小
,

但不可缺少的五官科
、

眼科
、

皮肤

科等制剂
,

这无疑对改善和保证医疗单位的

制剂供应
,

是一项重大改革
。

以上是笔者在工作中发现的制剂室建设

所存在的间题及改革我军制剂供应的办法
,

意见尚不成熟
,

在此提出来供关心制剂室建

设的同行们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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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 国内临床药学的开展
,

在促进和指

导临床合理用药中
,

愈来愈显示出这一工作

的重要性
。

我院是一个具有 。张病床的综

合性县级医院
,

也是全县人 民群众医伤治病

的主要场所
。

为 了配合临床有效合理用药
,

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
,

从加强对药学人才的

培养与知识更新做起
,

逐步开展了临床药学

工作
。

现就我院一些具体做法讨论如下
。

一
、

药师更新知识的必要性

临床药学范围广泛
,

它涉及生物药剂学
、

药物动力学以及临床医学和数理统计等有关

科学
,

不但要求药师要懂药而 且要有一定的

医学基础知识
,

具有同医护人员进行临床讨

论的共同基础
—

生物学语言较高水平的治

疗知识工‘
。

由于我国传统的药学教育体制所

限
,

日前大多数县级医院药师普遍存在知识

老化需要更新的问题
。

因此
,

根据本单位的

现有条件和特点
,

因地制宜
,

采取各种形式积

极培养人才
,

努力提高药师的技术素质
,

是顺

利开展临床药学的关键
。

二
、

提高药师自身素质的一些做法

鼓励业余自学
。

在完成具体工作的同

时
,

坚持刻苦白学
,

找空闲或业余时间带着问

题去病房查阅病历
,

向临床医生学习
,

我们称

之为
“

自我解脱
” 。

儿年来的实践证明
,

这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忿自 一 年

以来
,

我科有 名同志分别参加了医疗系和

药学系的函授学习
,

在学习中他 她 们亲 自

到病房
,

向有经验的临床医师求教
,

理论联系

实际
,

进行重点病例盯用药讨论分析
,

学习和

掌握了一定的临床治疗学知识
,

拓宽了知识

面
。

有针对性地培养人材
。

年选派一

名具有一定临床医疗知识的药师去临床药学

工作开展比较好的北京军区总医院进修临床

药学一年
,

学习和掌握了地高辛
、

庆大霉素等

近 种药物的血药浓度监测方法
,

回来后负

责我院的 临 床 药 学工作开展
,

并配置了一

台较为先进的 。一 型 紫 外
—

可

见分光光度计
,

借助大医院的先进技术和经

验
,

给我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

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积累情报 资 料

随着药物品种的增多和对药物认识的不断加

深
,

临床遇见的用药问题也 日渐复杂
。

根据

这一特点
,

几年来我们订阅了各种有关书刊
、

杂志
,

通过文献摘抄及注意收集新药说明
一

亏
,

参加学术会等方法
,

把收集到的药物合理应

用
、

相互作用
、

毒副作用
、

老药新用 以及新药

与临床等方面的知识
,

以黑板报及咨询的形

式及时提供于临床
,

对所掌握的有关药学情

报资料
,

医师合理用药的先进经验等编入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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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药讯
”

发给各科室
,

沟通了医药关系
,

丰富

了临床合理用药知识
。

逐步掌握了开展临床

药学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

三
、

开展临床药学的效果

促进了临床合理用药
。

有人在 上 海

听医院里抽查 份病历
,

其中有 份

存在药物配伍禁忌 或用药不当
,

由此引起的

药物反映竟达 起之多
。

⋯⋯ 北京某县级

医院 例死亡病例巾
,

与用药不合理有关的

有 招 例
“ 。

药师恨据临床用药实际
,

对本院

各科进行了较系烧的用药调查分析
,

依 分析

结果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法
,

并在

调配处方的同对
,

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

如在发药时发现处方 刘
,

男
,

岁
,

苯

妥英的片 。 义
, , 。 沟兰巴比妥片

。 , 。  
,

该 两药同时应用时
,

由

干苯巴 比妥为肝微粒体 酶诱导剂
,

能使苯妥

英钠的血药 浓 度 和 疗效显著降低 川
。

通过

与医 主联系改为谁 用苯妥英钠
, ,

随

访患儿癫瘤发作得到控制
。

庆大霉素有效血

药浓变适宜的治疗范国为 件
,

谷值

浓变 件岁
,

峰值浓度 件 “」
,

药

师在查阅病例时发现临床上习 惯 庆 大 万

或 万 加入 葡萄糖中 一 次 静脉 滴

注
。

由于静脉给药后药物很快分布至组 织 及

体液中
,

且肾组织中庆大霉素浓变比血液浓

变 高 出 倍左右
,

而 易 引起 毒 性 反

应
。

在医护人员的配合下
,

通过对 例按上

述常规方法绘药病人血浓度监测结果表明血

药浓度均在 林 以上
。

通过宣传
,

临床

采用了庆大霉素
,

较合理的每隔 肌注 万

或每 静滴 万 的给药方案
。

在 最

近组织的临床各科合理用药情况检查中表明

临床不合理用药处方及病例明显减少
。

有利于特殊病患者的治疗
。

选
一

择 针

对性较强
,

毒副作用小的药物是对特殊病患

者治疗的关键
。

在临床病例分析中发现部分

肝肾功能减退患昔 尤其是老年人
,

数种病

同时存在
,

为了治疗需要
,

不得不联用庆大

霉素或卡那霉素 而 庆 大 霉素及卡那霉素可

加重耳肾毒性
。

根据这一情况
,

药师推荐了

氨基贰类抗生素中对听觉
、

肾脏毒性最低的

核塘霉素
。

从此
,

逐渐被医师们根据患者病

情
、

体质进行采用
,

得到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

。

密切了医药护关系
。

药师深入临床
,

医药护密切配合
,

有 利于医疗质量的提高
。

头抱菌素类与青霉素类其结构中均 含有
“

刀

内酸胺环
” ,

因此
,

有人在分类中把两者一起

归 纳 为 庄 内酞胺类抗生素
” 。

在低毒性高

疗效等方面与青霉素类相似
,

并有广谱和抗

青霉素酶的双重特性
,

且部分地解决了过敏

反应问题
。

药师发现临床上 由于缺少头抱菌

素过敏试验方法
,

仍 以青霉素作过敏试验
,

限

制了头抱菌素的临床应用
,

延误了患者应有

的治疗
。

参照有关资料将头泡菌素的皮试方

法刊登在
“

临床药讯
”

上
,

并逐科作了介绍
,

保

证了临床用药
,

受到医护好评
。

。

促进了药剂科的建设和发展
。

临 床

药学工作的开展过程中
,

医药护密切配合
,

理

解增多矛盾减少
,

几年来根据临床需要增加

和引进了部分高疗效低毒性的新药品种
,

淘

汰了部分疗效差的药 品
,

并制订了我院基本

药 勿目录
,

每年征求临床意见进行修订
,

促

进了药 品的供应和管理
。

在 医药结合的实践

中
,

进一步提高了药师为临床服务的本领
,

经

过各种形式的药学专业学习
、

学术活动
、

进修

学习等
,

不仅提高了药学人员的业务素质和

地位
,

而且增加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

反馈性地促进了药剂科的自身建设和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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