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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了
。

系统中所有查询功能的操作过程及结

果显示的格式也是一致的
。

对于有先后顺序关系的模块
,

当执行

较后面的模块时
,

均提示用户先执行前面的

功能
,

保证 了顺序的要求
,

避免了由于误操作

带来的麻烦
。

拼音编码的使用
,

药材仓库管理系统

中 涉及上千种药材
,

为了加快执行速度
,

对

药材进行 编码是必须的
,

但操作者要记住这

些编码极其困难
。

为了减轻记忆强度而又保

证速度
,

又给每种药材设置了拼音编码
,

用药

材名称的汉语拼音的缩写 也可以用任何其

他便于记忆的字符组成
。

在输入药材编码时
,

操作者 既可输入数字编码又 可输入拼音编

码
,

程序会 自动区别这两种编码
。

若输入的是

拼音码
,

则找出所有拼音码相同的药 材供选

择
,

这一技术极大地方便了用户
。

年度药材申请管理

购货数量与所需金额的汇总
,

订货单

位的订货合同录入后
,

汇总模块可根据合同

数据汇总出某种药材的所有单位订货量的总

和
,

并根据库存量
,

计算出应购入的数量及所

需金额
。

从而为药材的采购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

药材采购入库后
,

按合同将药材分配

给订货单位是一件工作量大且时间长 的工

作
,

需查询大量的合同及库存帐薄 药材仓库

管理系统中的 自动出库模块可替代手工方式

完成这一工作
。

它根据某药材的库存量
、

各单

位的订货量及库存该药材的不 同效期等信

息
,

自动将信息分配给各订货单位
。

分配好之

后
,

并不实际修改库存帐
,

也不记入 明细帐
,

而是等待操作人员的调整
,

确认之后
,

再记入

帐薄
。

因此
,

程序可实现 自动分配
。

在分配过

程中
,

操作人员也可进行数量
、

单价干预
,

达

到了自动且灵活的要求
。

数据统计功能可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统计出到指定日期为止的库存药材种类和金

额
,

入库的药材种类和金额
,

出库的药材种类

和金额
,

报废的药材种类和金额
,

以及出库的

药材成本和差价
,

统计结果准确
,

而人工在统

计这些数据时往往需要几天的时间
,

且经常

出现错误
。

系统 中还设置了一些其它方便于用

户的功能
,

如供货单位代码
,

订货单位代码
,

以及出入库单的 自动编号等
。

由于我们设计编制的这套系统功能齐

全
,

操作简练
,

容易掌握
,

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

率
,

特别在设计过程中
,

充分考虑到系统的通

用性
,

并 留有上级机关接受各单位药材 申请

计划软盘数据接 口
,

使药材仓库管理逐步走

向规范化
。

拓宽药物情报服务 促进合理用药发展

贾晋生

山西晋城矿务局 医院药剂科 。。

药物情报服务是现代药学保健的重要内

容和手段
。

我们结合医院和矿区特点
,

紧紧围

绕合理用药这个核心问题
,

采用各种方式拓

宽药物情报服务
,

收到了良好效果
。

一
、

药师下临床参与药物治疗
,

使药物情

报直接为医疗第一线服务
。

现代医院临床药

学的主要服务方式是药师到临床第一线配合

医护人员加强用药监护
,

保证合理用药
,

从某

种意义上说
,

就是把药物情报及时传递到医

疗第一线
。

我们从 年开始
,

定点到重症

监护病房
,

坚持每天和医师一起查房
,

分析病

情
,

讨论病例
,

协助医师选用药物
,

制订给药



 

方案
,

记录医护人员提 出的有关药物 的各类

问题
,

有针对性地收集整理药物情报并及时

传递给医护人员
,

使其问题得到解答
。

例如临

床提出进 口头抱呱酮溶解性不好
,

我们根据

文献报道建议采用 碳酸氢钠注射液

调整输液的 值
,

加快了其溶解
。

又如发现

护士在全营养混合液配制时操作不尽合理
,

我们便系统提供了全营养混合液配制方面的

知识情报
,

使配制操作更合乎规范
。

由于医护

药几方面密切配合
,

明显提高了药物治疗 水

平
。

二
、

成立临床用药咨询处
,

为每个咨询者

提供所需的药物情报
。

经济发展
,

药品种类和

药物文献与日俱增
,

人们对药物情报的需求

愈来愈迫切
。

为适应形势发展
,

我们在临床药

学室门旁挂上了
“

临床用药咨询处
”

的标牌
,

吸引了众多人员前来咨询
。

对咨询者提出的

问题我们的都详细记录
,

反复分析弄清问题

实质
,

系统检索情报文献
,

经过归纳整理写出

书面材料
,

再 以情报形式利用 口头
、

书面
、

电

话予以答复
,

直至咨询者感到满意为止
,

自挂

牌服务以来
,

共接待咨询者 人次
,

其中医

师 占
,

护 士 占
,

药 师 占
,

病 人 占
,

代人 咨 询 的 占

写
。

咨询的问题范围很广
,

主要是涉及

药物应用问题
。

有时咨询者急待治疗方案调

整
,

这时就要靠平时积累有 目的地查找近期

权威性文献
,

以提高服务效率
。

例如一主任医

师会诊后来咨询处咨询
“

利多卡因能否用于

临产期孕妇的心律失常
”

经分析认为所提问

题的实质是
“

利多卡 因能否通过胎盘进入胎

儿体内对胎儿产生不 良影响
”

的问题
。

我们首

先根据利多卡因分子量小
,

脂溶性高
,

易透过

胎盘进入胎儿体 内的常识
,

快速查出文献
,

证

实利多卡因静注给药后几分钟便能以扩散方

式进入胎盘
,

胎儿体内的血药浓度为母体血

药浓度 的 写
,

副作用 主要在 中枢神 经系

统
,

且胎儿不能消除药物等等
。

经过综合多数

文献分析
,

建议不用利多卡因
。

主任医师认为

情报有根有据
,

合情合理
,

便毅然改用了不 良

反应较轻的普罗帕酮
,

后随访出生胎儿安然

无恙
。

有些患者的咨询情况更为复杂
,

需全面

分析
。

如某结核性胸膜炎患者口 服雷米封
、

利

福平
、

毗嚓酞胺 个多月
,

自觉周身无力
,

食

欲不振来我处咨询
。

经分析怀疑为药物性肝

损伤
,

经化验肝功  正常参考值
。

再度分析病情
,

查阅文献
,

提出

系统情报
,

建议他仅用雷米封和乙胺丁醇
,

停

用其他药物包括保肝药物以减轻肝脏 负担
。

雷米封虽有肝毒性但能透入胸水
,

故提出采

用
“

二联治疗
”

方案
。

半月后肝功能化验正常
,

胸透显示胸膜炎痊愈
。

后按我们设计的方案

化疗 个月
,

胸膜炎再未复发
,

肝功也未见

异常
,

全身状况改善
,

体重增加
,

患者满意
。

由

此说明现代药学保健是住院治疗之外的重要

补充
,

它将受到社会广大群众所欢迎
。

三
、

举办讲座
,

交流药物情报
。

近三年来

在全院每年举办一次药物讲座
,

向医护药各

方面人员传递系统性药物情报
。

为提高交流

效果
,

我们总是提早选题
,

广泛 阅读文献情

报
,

写好综述
,

编出讲座提纲
,

精心绘制投影

胶片和挂图
,

并打印讲义发给听众
,

使讲座越

来越受欢迎
。

医护人员普遍感到讲座时间短
,

信息量大
,

声图并茂
,

讲解清 晰
,

也更加受到

医院领导重视
。

如去年讲《抗菌药物进展及临

床应用》仅放投影片就达 张
,

普遍感到理

论充分
,

说服力强
,

院领导 下决心抓合理用

药
,

结果使我院抗菌药物滥用问题得到 明显

遏制
。

四
、

编辑《临床药学信息 》
,

传递 药物情

报
,

为使有用药物情报及时与读者见面
,

提高

药物情报的时效性
,

我们编辑了《临床药学信

息》内部资料
,

设多种栏目
,

使许多新的知识
、

信息能及时与本院情报实践相结合
。

例如发

现处方中将阿斯匹林
、

叫噪美辛
、

毗罗昔康三

种非 当体抗炎药同服且剂量不减的现象
,

我

们即收集资料写 出文章
,

从理论上指出阿斯

匹林降低叫噪美辛胃肠道 吸收
,

使风湿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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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炎患者血药浓度下降 三药合用增加

发生胃溃疡和 胃出血的危险等等
。

这样既纠

正了院内用药错误
,

也传播了文献理论知识
,

对 医药护各类人员都起到 了很好 的教育作

用
。

五
、

广泛宣传药物情报知识
,

增强矿区群

众合理用药观念
。

矿区职工
、

家属人数众多
,

文化层次较高
,

自我保护意识较强
。

提高职

工
,

尤其是患者的合理用药知识
,

培养 自觉

性
,

克服盲 目性
,

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合理

用药
,

保证医疗工作顺利开展
。

我们因人
、

因

时
、

因地制宜
,

利用矿区优势
,

按照不同层次
,

开展药物情报宣传
。

具体做法一是为企业《晋

煤科技》和院刊投稿
,

针对医务人员和干部中

存在的错误用药倾向发表一些药学科技方面

的情报文章 二是为《晋矿工人报》撰写药学

科普文章
,

用一些典型药物情报事例宣传合

理用药知识 三是利用中西药房的宣传橱窗

介绍新药用药指导
,

发布大众药物情报
。

上述

形式各有对象
,

各具特色
,

都不同程度地产生

了宣传效果
。

如《晋矿工人报》刊登 了《儿童不

宜用氟呱酸 》的科普文章后
,

使许多人了解了

氟呱酸的骨生长毒性
,

警惕性普遍提高
,

不敢

自作主张给自己家孩子乱用药
。

为加强药学保健工作
,

我们在拓宽药学

情报服务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

较好促进 了合

理用药
,

并引起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

在医

院上等级检查验收 中也得到省评审组的好

评
。

随着药学科学的发展
,

药学情报工作的任

务将越来越繁重
,

只有努力学习新知识
,

提高

药师素质
,

才能提高药物情报工作质量
,

更好

地为临床合理用药服务
。

论药品采购中的回扣管理

马妍 丽

西安军工医院 西安

药品采购中的回扣问题
,

已经成为一个

敏感而棘手的社会问题
,

能否处理好这一问

题
,

已是医院廉政建设中至关重要的工作之

一
。

笔者根据个人的认识和实践
,

就此问题的

根源
,

现状及对策作粗浅探讨
。

一
、

回扣问题说到底是市场竞争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产

的日益提高和对 自身健康的更加关注
,

医药

行业得以迅猛的发展
,

医药市场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

由原来的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稳定

的买方市场
。

当前医药市场的主要特点是药品换代周

期大为缩短
,

新品种层出不穷
。

医院常规用药

品种急剧增加
,

出现了药品供大于求的局面

药品营销部门的购入
,

售出渠道多样化
,

成交

价格灵活多变
,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

医药行业

各种推销方式竟相出台
。

其中以 回扣
,

让利问

题最为棘手
,

其灵活性大
,

管理上漏洞颇多
,

因之也成了推销人员制胜于人的手法
,

故而

也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

拒腐倡廉的关键所

在 了
。

二
、

加强回扣管理的原则和办法

既然药品采购中的回扣问题
,

业 已成为

市场交易中的一种通则了
,

那就只有 因势利

导
,

设法认真管好它
,

使之进入正轨
。

这既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建设的需要
,

也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

是培养教育干部
,

关

心爱护干部所不可疏忽的重要环节
。

怎样管理 回扣 大家都正在探索
,

我以为

其基本原则应当是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

提高

采购工作的透明度
,

以堵塞经济漏洞 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
,

实行货比三家
,

择优选廉的原则

以保证药品质量
,

提高医院经济效益
。

其具体

办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