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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在 5 6 7 报告与监测中的主体责任分析

徐 雯宇
,

严炎中8浙江省绍兴市人民医院药剂科
,

浙江 绍兴 9 :/ 仪旧;

摘要 简要分析医
、

药
、

护三者在药品不 良反应 85 < 7 ;报告与监测 中各 自应担当的角色
,

强调三者均为报告

主体
,

其中应 以 医师为主
,

药师和护士的报告作为必要的补充
。

关键词 5 < 7 =报告 = 医师 = 药师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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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1Β 年 9 月卫生部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颁布88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 和监测管理办法》以

来
,

各地相继成立 了药 品不 良反应 85 < 7 ;监测中

心
,

5< 7 报告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跃
。

我

市于 / 1 1 Β 年 Β 月成立了地市级监测中心
,

当年就收

到了 90 Χ 例合格 5 < 7 报告
,

报告者中药师占了大多

数 8/1 : 例
,

占 0Α
4

:Δ ;
,

医生与护士分别为 :1 2 例和

01 例
,

占 9 1
4

1 Δ 和 :Β
4

1Δ
,

这一比例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目前我市 5< 7 报告者以药师为主
,

笔者以为此

比例不甚合理
,

在此简要分析医
、

药
、

护三者在 5 < 7

报告
一

与监测中应担当的角色
。

: 医师应成为报告的首要主体

大多数患者用药是经医师处方得到的
,

医师
、

患

者
、

药品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
,

在出现治疗作用

以外的变化时
,

只有医师能做到综合分析
,

其在对
5 < 7 的发现及处理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首要性和权

威性
。。

只有医师真正重视并参与了 5 < 7 的监测与

报告
,

才能对患者切 实履行已知 5 < 7 的告知义务
,

也才能在 日常的诊疗活动 中区分是 5 < 7 还是病情

变化
,

对各种症状进行正确的分析
、

判断
,

及时发现
、

诊断和治疗 5< 7
,

尤其是一些新 的
、

具有一定隐蔽

性
、

起效缓慢
、

危害较大的 5 < 7
。

同时在经过药师

的收集整理
、

分析评价后
,

反馈所得的 5< 7 信息 又

能对医师合理用药提供有效帮助
,

防止与避免同样

的 5 < 7 在不同的时间
、

地点及患者中重复出现
,

使

医师用药更加合理
、

有效
。

医师作为报告的首要主

体将带动 5 < 7 报告与监测工作的良性循环
。

/ 药师应成为 5 67 报告与监测的推动者

目前医院 5 < 7 报告与监测工作主要 由药师承

担
,

这已经成 了药师的 日常工作之一
,

从报告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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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

整理
、

记录
、

分析评价
、

反馈等
,

药师贯穿于各个

环节
,

是整个系统的主要实施者
,

其在 5 < 7 报告与

监测工作的责任自不必说
。

当然药师也是一个主要

的报告者
,

利用其专业特点从其他途径得到 5< 7 信

息
,

确保了报告的全面性
。

比如
>
药师下临床主动了

解 5 < 7 情况
,

既可掌握第一手资料
,

也可起督促作

用 =通过退药登记制度
、

面向社会的用药咨询等
,

来

发现 5 < 7 =开展常见 5 < 7
“

跟踪
”

药物的即时监测

等等
。

药师可以作为 5 < 7 报告的主体之一
,

但不能

包揽全部
,

否则 即使报告数量上去 了
,

仍难 以达到

5< 7 报告与监测的预期效果
,

尤其在具有指导意义

的内在质量方面
。

9 充分发挥护士在 5 6 7 报告中的作用

护士在医疗队伍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

其承担着

医嘱实施和监护患者的任务
,

是医师进行诊疗活动

必不可少的助手
,

护士又多为女性
,

心细
、

观察力敏

锐
,

在对患者进行护理或执行医嘱时
,

与患者接触时

间长
,

了解患者在疾病各个阶段的生理
、

心理状况
,

患者用药后出现的各种变化往往是护士最早发现
,

尤其是一些皮疹类过敏反 应
、

胃肠 道反应 等常见

5< 7
,

可为医师和药师提供重要的临床信息及诊疗

依据
,

及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
,

以减少 5 < 7 带来的损

害
。

大量的 5 < 7 报告来自于临床一线
,

而护士的报

告是医师报告的良好补充
,

也是一个重要的报告主

体
,

其报告的价值不容忽视
。

同时
,

通过对 5 < 7 报

告与监测的参与
,

掌握一定的识别和处理能力
,

这也

是每一位现代护理人员必需具备的职业素质
。

现代

医院的 日常诊疗活动需要 医
、

药
、

护三驾
“

马车
”

并

驾齐驱
,

三者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这已成为医务人

员的一个共识
。

在 5 < 7 的报告与监测中
,

同样需要

这三驾
“

马车
”

共同发挥作用
,

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各

自的主体责任
,

相互配合
,

相互补充
,

相互促进
,

共同

履行在 5< 7 报告与监测工作中的法定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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