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着重接受了下列��
�

门课程的教育
�

病理生

理学
、

临床技术
、

药物动力学和情报交流以

及药学工作者在整个保健事业中的作用等课

程
。

�

现在虽然非药学搏士课程毕业的药师
,

都远比我这个 � � � �年的医院药学课程毕业的

硕士生合格得多
。

� �  
�

缺乏 良好训练而在工作中仍起

重要作用的药师们
,

其前景如何呢 �

� �
�

对他们将做几件工作
。

一是我们

正在花费相 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

为需要提高

临床技术的药师进行再训练
。

我们为在职训

练和继续教育做了大量的努力
,

而效果尚无

法估量
。

二是我们全都关心和力图恢复那些

已离学校的药师长期遗忘的技术和兴趣
。

对

临床缺乏训练的药师
,

虽然他们仍将继续担

任经典式的药房配方工作
,

但其知识逐渐落

后于整个现代卫生保健事业
。

我们有责任要

使那些退居一般配方工作的药师们能够认清

他们的贡献的重要性
,

譬如他们的训练可以

选甩有关给药管理和静脉配伍禁忌等方面的

课题
。

另外可能最好是有时间与病人交谈
,

并建立融洽的联系
,

以保证病人的健康和福

利
,

而且利用这种联系可常常发现问题
,

熟

悉药物的药师就能 向病人传递有益的情报
。

�� �
�

你对美国今后十年的药学事业

发展
,

有什 么看法 �

� � �
我 认为药学事业的发展正因费用

限制而受到影响
。

因此
,

今后的发展将会更

加缓慢而谨慎
。

在临床业务中
,

将会出现更

多合格的药师
,

而这些训练有素的药师不再

是一般的职位
,

这样
,

每个医院药房的成员

开始积累更多的不仅称职而且也是有临床实

践经验的药师
。

这些药师可更多地利用任何

时间来发展临床药学领域工作
。

我也相信临

床药学可走向家庭保健工作
,

而医院也逐步

伸向社会
。

我预料会有更多的自动化仪器用

来进行各种工作
,

今后象机器人和计算机将

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备
。

因此
,

情报检

索也更为方便 了
,

我们不再是如何去查找问

题
,

而要做的是对情报做出正确的译释
。

药

学事业是不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良机
。

我们

必须继续保持临床药学实践 中的势头
,

把精

力放在不断加强开发更多项目和吸收越来越

多的临床药师参加
。

〔� � � � � � � � � � � � � � � 《英国药学

实践杂志》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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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

� � 一 �含漱剂的使用经验

临床上常用含漱剂对症治疗感冒的主要伴发症

状 �咽喉炎
、

上呼吸道炎
、

急性扁桃体炎
、

口腔炎

等�
。

含漱剂可物理地清洁口腔
、

所含少量药物可

产生局部杀菌
、

消毒
、

收长 和保护粘膜的治疗作用
。

本文介绍的� � 一 �含漱剂是一种深 绿 色 略带

混浊的液体
。

每��� 毫升药液含
�

萨罗 。
、

��
、

廖

香草酚 。
。

��
、

没药配 �
。

��
、

拉坦尼根配 。
�

��

〔注
�

拉坦尼根 �� � � �� � � � � � � �� � � 为 豆科拉

坦尼属�� � � �� � � �� �几种植物的根〕
。

用法
�

取本液�� 滴�约。
�

�� ��
,

用半杯 水� 约

�� � � �� 稀释
。

每天含漱 � � � 次
。

治疗结果与体会
�

作者收集并评定了�� 例用本

一 � � 一

药液治疗的结果
,

扁桃体炎 � 例
、

咽喉炎� �例
、

上

呼吸道炎 � 例
、

口腔炎 � 例
、

齿跟炎 � 例
,

其中显

效‘�
。

�� �� � � � � �
,

有 效 � �
�

�� � � � � � � �
,

略有效

� � � � � � � � �
,

有效以上的有效率为� � � �� � � � � �
。

未见任何不良反应
。

观察表明
,

由于使用时药液在

口腔内停留时间长短不同
,

而含漱的物理动作使药

液与病灶局部接触程度也有所不同
,

所以容易出现

杀菌或收敛作用的个体差异
。

作者认为本药液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新药制剂
,

但对使用法必 须 正 确 掌

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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