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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子系统不能正常收费摆药
,

必须通过护士工作站

更改医嘱执行时间才能正常收费摆药
。

如果能设置

迟缓执行医嘱的功能
,

避免了因医嘱执行时间不详

细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

从而方便了护十和药师的

工作开展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3
.

3 设置药品效期提示 功能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
,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患者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
,

库存管理系统应能及时提示药品的批号
、

生产 日

期和有效期
,

对效期药 品在 3 一 6 个月 以内予以警

报
,

有利于药师及时提 出退换药品申请或优先使用

此类药
,

保证药品质量和工作质量
,

避免药品失效
、

浪费
,

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

有效
’ 。

3
.

4 设置滞留药品提示 功能 住院药房库存药品

品种繁多
,

某种药品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用量较少或

者根本不用的药品 ( 抢救药品除外 ) 即可视为滞留

药品
。

此类药品应予以提示
,

药 师可采取必要的措

施
,

避免此类药品积压或滞留给住院药房造成的经

济损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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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内部网药品不良反应站点的建立和运用

孟拥军
,

朱蓓德 (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
,

上海 201 800 )

摘要 目的
:
在 医 院内部 网建立药品不 良反应站点

,

实现网上上报
、

收集和汇总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
。

方法 : 运

用 W in X P 集成的 n s 服务
,

架设网络服务器
,

采用 A C C es s 和 AS P 技术实现 网页数据的动态交互功 能
。

结果 :

运用建好的 药品 不 良反应站点
,

上报 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较 书面上报大 为提 高
。

结论 : 用

Ac ce ss 和 A SP 开发医院 内部的药品 不 良反应站点技术简单
,

实用性强
,

值得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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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P ( A e t i v e S e v e : P a g e )是基于 w e b 应用程序的

开发技术
,

其主要功能是为生成动态
、

交互的网页提

供一种功能强大的方法和技术
,

通过它可 以方便的

访问服务器端的数据库
,

是当今开发 w e b 数据库性

能较佳的一种技术方案
。

本文采用在医院内部联网

的主机上安装 且S 服务器软件
,

使之成为一 台站点

服务器
,

并运用用 Acc es S 和 A SP 开发药品不 良反应

( A DR )站点
,

目的是在医院局域网上实现收集
、

汇

总 AD R 报告
,

提高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效率和

质量
。

系统环境

操作系 统为 稍nd o w s X P
,

服 务 器软件 为 11 5

4
.

0
,

浏览器为 IE 5
.

5
。

ASP 程序
、

表单以及 网页的

制作 E d i rp l u s
编辑器或者 F ro n tp a g e 2 0 0 0

。

后 台数

据库采用 A CCESS 20() 0 建立和管理
。

2 制作方法

2
.

1 架设服务器站点 W in XP 在默认安装时 11 5

4
.

0 尚未安装
,

需在控制面板中进人
“

添加/ 删除程

序
” ,

添加
“
I n te r n e t 信息服务 ( 11 5 )

”

组件
,

根据系统

提示安装即可
。

安装完毕后
,

系统默认在 C 盘建立

服务器的主目录
,

路径为
e : \ i n

e t p u b \

~
ro o t \

。

2
.

2 设计收集药品 不 良反应报告的表单 表单内

容参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作的药品不良反应报

告表( 医疗单位用 ) 的内容和要求设计和制作
。

为

方便不 良反应报告 的录人
,

表单尽多地采用选择性

方式输人
,

以减少文字录人的工作量
。

2
.

3 编写 A s P 程序 〔’〕 该程序是用 于处理上述表

单提交 的后 台 w eb 程序
。

利用 A s P 的 c on ne c ti on

对象打开
、

连接服务器端相应的数据库
,

并将收集到

的表单内容写人 A ce s s
数据库中

。

A SP 程序语言通

俗易懂
,

药学技术人员即使没有任何编程基础完全

可以轻松人门
。

2
.

4 建立 Acc e ss 数据库 Acc es S
作为一个优秀的

桌面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 O FFI CE 家族的一

员
,

非常适合用于建立和管理数据容量不是很大的

数据库
。

对医疗单位来说
,

用它来收集和管理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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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的资料是非 常适宜的
。

为方便编程和管

理
,

笔者将创建的数据库文件 ad r
.

m db 和药品不 良

反应报告表单 ad r
.

ht m 以 及 ASP 程序 ad
r .

as p 共置

于服务器主 目录同一文件夹 ad :
内

。

2
.

5 完善 A D R 站点的其他 内容 A D R 站点除了

提供 A DR 报告的上报工作外
,

还利用医院现有的网

络平台提供有关 AD R 方面的知识宣教和合理用药

等方面的药学服务工作
,

留言栏则为医务人员提供

了就 A D R 有关的在线交流的园地
。

2
.

6 将建好的 A D R 站点地址链接到 医院内部 办公

网 我院现有的内部工作网联结所有科室的电脑
,

医院员工通过医院内部网发布的公告和信息了解医

院相关新闻和工作动态
。

通过和医院信息科沟通
,

在内部网主页增设了 A DR 站点 的链接
,

A D R 站点

正式在院内开通
。

3 结果和体会

3
.

1 大 大提 高了 A D R 报告表 的质 量 以 往手写

A D R 报告表医生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对患者的病史
、

病程
、

A DR 的处理情况及愈后结果描述不清或过于

简略
,

漏填
,

缺项等时常出现
,

造成无法从 AD R 报告

表中获得判断所必需的足够信息
,

再者书写字迹 潦

草
,

难以辨认
,

影响到医院 A D R 小组对 A D R 报告做

出准确
、

客观的评价〔2 」
。

而采用网上上报
,

通过事

先的 A SP 程序设置
,

当报告人填写有缺项时或有其

他不符要求的内容时
,

系统会根据不同情况提醒报

告人
,

这种上报方式 同时也克服 了手写报告常见 的

字迹潦草不宜辨认的不足
,

有效提高了 A DR 报告表

的质量
,

有利于 A DR 调查人员作出正确的判断
。

我

院自 200 3 年实行网上上报 AD R 以来共收集 A D R

报告 138 份
,

全部合格
。

而同期 收集到的 23 0 份手

写的 A D R 报告中有 65 份由于内容缺项或字迹无法

辨认而未予采纳
。

3
.

2 有效地提 高 了 A DR 上报的及 时性 书 面

A D R 上报模式往往由于种种原 因
,

上报滞后现象比

较严重
,

有些报告有时会滞后几个月
,

甚至有的去年

填写的报告今年才送到医院 A DR 监测中心
,

有些重

要的不 良反应由于发生 时间过久
,

当要对其中某些

资料进行核实
、

补充时造成了一定困难
。

这种上报

滞后的情况也不利于医院 AD R 的定期统计和汇总
。

而采用网上上报 A D R 报告 的优势在于
,

它改变 了传

统的工作方式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医务人员填完报告

即可完成传送工作
,

实现了对 A D R 方便
、

快捷
、

及时

和准确地监测
。

3
.

3 丰富了药学服务的 内容 目前许多医院网络

多为千兆光纤网的主干网
,

配 以高性 能的服 务器
。

医院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
,

为医院今后各方面的办

公自动化提供了优良的硬件 和应用环境
,

也为药剂

科开展药学服务提供了另一个很好的方 向和途径
。

利用医院现有的网络平台
,

实现网上上报 AD R 的同

时
,

同样可以向临床医务人员提供诸如 A D R 知识宣

教
、

药品查询
、

新药申请等实用的药学服务
,

不但增

强了临床科室与药剂科的交流和合作
,

丰富了药学

服务的内容
,

也展示了药学部门良好的业务素质和

精神风貌
。

由于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并不需要很多额

外的资金投人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
,

所以有 条件

的单位值得作进一步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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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贮药
”

过期现象调研分析

徐道英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药剂科
,

重庆 4 0 8 0 0 0)

摘要 目前家庭备药 已成了许 多家庭的 习惯
,

随着家庭 药品储存品种越来越多
,

数量越来越 大
,

一些过期和

保管不 当失效的药物在家庭大量存放或随意乱扔
,

由此带来 巨大的浪 费和潜在 的隐患
,

已成为涉及千家万 户

的大问题
。

笔者共计调查居民 5 4 38 户
,

记录统计家庭过期药品的品种
、

数量
、

日期
,

结果家庭具有贮药习惯

的 4 31 8 户
,

占7 9
.

4 % ; 家中存有过期药品的 4 17 6 户
,

占76
.

8 % ;共有过期药品品种 3 1 12 种
,

平均每个家庭

过期药品 21 1 粒
,

冲剂 13 包
,

水剂 35 m L
,

针剂 7 支
,

软膏 3 支
,

眼药水 1
.

5 支
。

其中超过有效期 3 年以上 占

35
.

4 %
,

最长的 已存放 了 21 年
。

通过调查发现
,

家庭贮 药过期现象非常普遍
,

问题相当严峻
,

呼吁全社会及

有关部 门应对家庭贮药过期现 象给予高度重视
,

急需建立有效的 回收机制
,

保障人 民生命健康安全
。

关键词 家庭贮药 ;过期 药品 ; 回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