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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药事管理学》案例库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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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学》是反映药学科学与法学
、

经济

学
、

管理科学互相渗透
、

互相融合的一门新兴的边缘

学科川
。

该学科应用性强
,

与药学实践密切相关
。

在传统的药事管理教学 中
,

一直存在着重理论轻实

践
,

重传授轻参与的弊端
。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

原

因之一是缺乏联系实际
,

缺少对管理案例的了解
、

分

析和研究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

模式
,

引入案例教学法
,

加大案例教学 的比重
,

通过

研究案例来掌握药事管理的管理理论
,

以提高实际

教学质量
。

案例教学法 19! :& ;< = > 7 ? ? ) ! &% 3是指在学生

掌握 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
,

在教员

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
,

根据教学 目的和教学内容的

要求
,

运用典型案例
,

将学生带人特定事件的现场进

行案例分析
,

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
,

进一

步提高其识别
、

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
,

同

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
、 ≅

Α几作作风
、

沟通能力和协作

精神的一种教学方法〔, 三
。

它是 8Β 世纪 Χ. 年代美国

哈佛大学法学院长克里斯托弗
·

哥伦布
·

朗戴尔

1Δ %) ∋、< ?%& )
& ∀ Ε Φ  :

Γ ! Η Ι = & ∀∀3教授首创的
,

他编

著的《合同法案例》是世界上第一本案例教学法的

教利
一

书
。

,. 世纪 Β. 年代 以来
,

我 国逐步认识到这

种教学方法在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
,

并于 8Β Βϑ 年开

始大力推广
‘

国内各个单位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已建

立 了多个 案例库
,

包括企业管理案例库
、

法学案例

库
、

医学案例库
、

行政管理案例库等
。

目前阻碍案例

教学法在药事管理学应用的主要问题是案例库的建

设跟不 卜
。

建立一个适用 的案例库是一个 系统 工

作
,

由一系列工作环节组成
。

我教研室拟建立的药

事管理学案例库
,

对国内本专业来说尚属首个
。

8
+

8 典型性 案例就是典型材料
,

任何一个案例的

选取都要具有一定代表性
,

能反映某类事物的典型

特征和普遍存在的问题
,

而 且要注意不 同使用情况

下的需求
。

一个典型的案例不仅可以直接应用
,

还

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

有助于学 员深刻理解相关理论

知识
,

大大提高教学效果
。

8
+

, 时效性 选择案例时
,

应选用时间跨度较短的

案例
,

内容可能更新颖
,

具有时代特色
,

这会增加学

员参与案例的积极性
。

另外
,

随着药事法规的不断

变化
,

应当对案例及时调整
,

补充新鲜的案例
,

使得

案例库能适应教学的需要
。

8
+

2 准确性 建立药事管理学案例库的重要 目的

之一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
、

举一反 二的作用
,

因此

案例的准确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

不能让错误的案

例误导学员
。

在案例的收集和编写过程 中
,

应尊重

事实
,

不要加人主观的假设
,

不能让事实去迎合预定

的结论
,

应做到材料从多种来源得到证实
,

无论是书

面的还是网上的
。

8
+

− 难 易度 案例的难度要适中
,

过难会使学生丧

失学习兴趣
,

过易会降低教学要求
。

因此
,

每个相关

内容的案例应尽量相互联系
,

由简单到复杂
,

从小到

大
。

在选择具体案例时
,

对学生的学习能 力要有一

定的了解
。

药事管理学案例库建设的基本原则

好的案例是建立案例库的基本条件
。

为此
,

应

结合药事管理学 的理论特 点
,

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

研究
,

选择
、

收集
、

加工和整理代表性强的案例
,

并以

客观态度编写
。

总的来说
,

案例 的选取必须要 有现

实的指导意义和教学意义
,

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5

, 案例的组织结构

每个案例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 部分
5
案例名

称
。

作为案例的唯一标识
,

力求醒 目
,

体现案例的主

要内容和特色
,

力争做到名副其实
〔

案例背景
。

是对案例发生情况的介绍
,

包括发生的背景
、

相关的

环境等
,

是进行案例分析之前的必要准备
〕

 案例

描述
。

是案例的主体
,

用于详细描述案例 的实际情

况
,

主要按时间顺 序组织材料
,

反映事件的来龙去

脉
。

尽量在案例末尾都注明出处和时间
,

便于发现

问题后及时处理
。

案例的最后可以尽量附上案例 的教学注释
,

旨

在帮助教师了解案例正文中未提及的背景信息和注

意事项
。

教学注释的内容可 以包括案例的潜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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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

可能的讨论问题
、

可以参考的书籍
、

课堂教学计

划及辅助教学手段等
,

这些内容对教师应用案例开

展实际教学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

但案例注释

并无权威的约束力
,

是仅供教师备课时参考
。

课的效果
。

随着药事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
,

为保证案例教

学的质量
,

案例库中的案例也需要不断的更新
,

定时

和不定时增加新的
,

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案例
,

对于那

些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案例要及时剔除
,

以满足人

们需求的不断变化
。

总之
,

药事管理案例库从开始的收集素材
、

编写

案例到修改案例都需要投人大量 的精力和财力
,

博

览国内外的优秀案例
,

才能制作出真正能为教学提

供指导的案例库
。

案例教学对于药事管理专业来说

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

对于它的认识和掌握还处于初

级阶段
,

案例库的建设势必为药事管理教学改革提

供新的机遇和必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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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药事管理案例库的系统结构

应用案例教学时
,

应考虑到药事管理专业的特

殊性
。

对于那些 违规 1规范 3违法 的事件以及 医院

药学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操作不规范的问题可以使

用案例教学法进行规范
,

而对于那些理论性较强 的

内容就不适合使用案例教学
。

在制作案例库时
,

案

例主要分布在药品的包装与广告
、

药品的知识产权
、

特殊管理药品
、

药品的生产和经营管理以及 医院药

事管理等章节
。

具体实施案例教学过程 中
,

理论课与案例课的

时间安排要合理
。

例如
,

我校药事管理课每堂安排

的授课时间为 , 学时
,

可在第 8 学时讲授本章节理

论知识
,

讲授时突出重点和难点
,

对于容易理解的内

容可安排学员自学
。

第 , 学时开展案例教学
,

学员

通过第 8 学时理论学 习后
,

可 以很快地将理论应用

到实践中来
,

提高学员实践能力的同时
,

检验教员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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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 可 以看出我院在抗感染药物联合用药

方面的情况
,

一联用药占 −
+

/ Μ
,

二联及三联用药占

ΛΧ
+

2 Μ 和 2−
+

, Μ
,

四联用药占 2
+

Β Μ
。

联合用药 目

的是为了提高药物疗效
,

减少不 良反应
,

延缓病原菌

耐药性产生
,

所以在临床除病因未明的严重感染或

混合感染外
,

一般不宜无针对性采用两种广谱抗感

染药或长期大量应用广谱高效抗感染药
,

避免出现

机体微生物生态平衡失调
、

二重感染等
。

而我院二

联及三联用药比例明显偏高
,

说明存在不合理用药

情况
,

这与临床医师习惯用药和对联合用药缺少应

有的重视有关
。

本次调查中常见的抗感染药物联用

可分为两大类
5

唆诺酮类
十
立复欣

Ν
其它类抗感染

药
,

喳诺酮类
Ν 头抱菌素类

Ν
其它类抗感染药

。

而

统计中发现
,

一些医师在应用广谱抗感染药的基础

上加甲硝哇或替硝哇治疗厌氧菌与需 氧菌混合感

染
,

如左氧氟沙星等广谱抗感染药
,

本身对厌氧菌存

在较好的疗效
,

不必要加甲硝哩或替硝哇
。

还发现

头抱菌素类
、

青霉素类与大环内醋类联用
,

能导致前

两者疗效减弱
,

同时加重病人经济负担
。

通过此次调查
,

总的来说呼吸科用药基本合理
。

近期我院根据国家卫生部颁布的
“

抗菌药物临床用

药指导原则
”

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了抗感染药

物分级管理规定
,

这将推动我院抗感染药物的合理

应用起到积极的作用
。

同时建议临床医师减少 习惯

性用药和预防性用药
,

并结合药敏培养结果选择用

药
。

药学人员应参与处方的审核
,

发现不合理用药
,

及时与医师沟通
,

强化全院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感

染药物的意识
,

提高医生的治疗水平
,

减少药物不良

反应
,

真正做到为广大患者提供安全
、

有效
、

经济的

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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