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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

又要保障值班期间病人用药需求
,

这就

要求值班药房的药品种数
、

基数有一个最佳

水平
。

从我们的实践看
,

只要对以往值班期

间的用药情况
,

有可能的活
,

对以往急诊病人

的病种和用药情况进行认真的统计分析
,

就

不难发现
,

值班期间的药品消耗品种是有限

的
。

从我院情况看
,

值班期间 日平均调配处

方在 � � 张左右
,

存放的品种在 � �� 种完全可

以满足供应
,

而且在用药方面 可以给 医师提

供较大的选择余地
。

笔者认为
,

如果只从急

诊病种用药考虑
,

而较少考虑 医师用药的选

择余地
,

存放品种还可适当减少
,

如抗感染类

药
,

从常见致病微生物范围讲
,

只需 �� 种就

完全足够
。

结合我国目前实行的市场经济和

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新情况
,

我们认为
,

在值

班期间急诊病人在 �� � 名以下的医院实行特

设值班药房是可行的
,

是有 利于值班 人员加

强值班意识
,

克服人情关
,

强化药品管理
。

积极开展临床药学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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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的主要任务是药师与医师密切

合作
,

尽量做到合理用药
,

合理治疗
,

发挥药

物最大效应
,

减少药物不 良反应的发生
。

我

院药剂科自 �� 年代初成立 了临床药学室
,

目

前开展的工作有药学情报的搜集
、

整理
,

不良

反应监察
,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

参与药物和毒

物中毒的治疗与抢救
,

新药介绍
,

配合临床研

制新制剂
,

血药浓度监测等
。

一
、

开展药学情报工作
�庙床药学室设情报资料室

,

资料室征订

了药学学报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等 �� 种国内

主要的药学期刊
,

以及国外药讯
、

中国药学文

摘和中国药学年鉴
,

基本上能满足药师
、

临床

医师查阅药学动态和有关药学知识的需要
。

资料室还不定期 购置医药学新书
。

资料室除负责期刊
、

图书的登 记
、

整理

外
,

还负责编印《药物与临床》刊物
,

每期视稿

件确定栏 目
,

其主要栏目有药事管理
、

合理用

药
、

新药介 绍
、

老药 新 用
、

会议消息等
。

自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共出版 《药物与

�店床》� � 期
。

该刊已成为我科向临床医师提

供药 学 服 务 的重 要手 段
。

还 编印�新药介

绍�
,

每半年一期
,

对半年内引进 的所有新药

作详细介绍
,

供医务人员参考
。

二
、

开展药物咨询和学术讲座

药师结合临床实际
,

开展合理用药 和药

物咨询工作
。

如在调配处方时
,

发现 小儿腹

泻时用了诺氟沙星
,

药师及时向医生提出诺

氟沙星对未成形骨骼有延迟生长作用
,

影响

发育
,

应避免应用
。

又如治疗胃溃疡时
,

使用

西米替丁
、

硫糖铝
,

但治疗效果不佳
。

因为硫

糖铝需在酸性条件下与 胃粘膜的蛋白质络合

形成保护膜
,

而西米替丁抑制 胃酸分泌使胃

内 �� 升高
,

从而破坏硫糖铝分解所需的酸

性环境
,

减弱了硫糖铝的作用
。

通过与 医生

讨论认为一般不需合用
,

确需合用时要调整

用药时间
。

针对人工咨询存在的明显不 足
,

我们研制了可在 医院信息网络上运行的
“

多

媒体医药咨询服务系统
” ,

该系统的药物咨询

子系统收集了 � ��� 多种药物的各种信息
,

包

括 了临床所需的药理学
、

药物相互作用
、

药物

毒副作用
、

给药注意事项等 �� 多项 内容
,

约

� � � � 多字
,

基本满足了临床医生和患者的需

要
。

随着各类物质中毒事件的增加
,

为及时

诊断
、

抢救中毒患者
,

我们开发了《物质急性

中毒咨询系统》
。



药学实践杂志 � � � � 年第 �� 卷第 � 期 � � �

举行学术讲座
,

宣传药品知识是促进合

理用药的有效方法
。

在 �药品管理法》颁布和

实施 �� 周年之际
,

大力开展了药品管理法的

宣传和普及工作
,

使 全院 医务人员都能熟悉

药品管理法
。

在推行癌症病人三阶梯止痛疗

法时
,

科主任在 全院进行
“

麻醉药品的成瘾

性
”

和
“

三阶梯止痛疗法
”

的专题讲座
,

论述了

特殊药品的概念
、

管理和使用
。

澄清了当前

对特殊药品存在的某些模糊认识
,

促进广大

医务人员正确使用特殊药品
。

特别是在癌症

病人止痛时
,

必须强调
“

按时
” “

按阶梯
”

的给

药原则和使用剂量以病人不痛为准的原则
。

抗生素的应用一直是临床科比较难掌握

的课题
。

我们不定期地分别举行有关的学术

讲座
、

病例讨论和用药调查
,

以推动抗生素的

合理应用
。

三
、

参与中毒的抢救和药物不良反应监

察

有一病人 自服 � �  � �滴滴畏
,

使用阿托

品的量远远超过常规
,

我 们及时肯定了 医生

的做法
,

在特殊情况下
,

使用剂量可超常规使

用
,

并指出使用时应 密切观察的几个方面
。

该患者共使用阿托品注射液 �� � � � � � � 支
,

最后抢救成功
,

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
。

药物不良反应在临床用药过程中时有发

生
。

自 �� � � 年初至 �� � � 年底
,

我们共收集

物药物不良反应报告 �� 例
。

四
、

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患者 间药物的个体差异普遍存在
,

每个

患者都采用常规剂量
、

常规给药次数
,

对于某

些药物如庆大霉素
、

丁胺卡那霉素
、

地高辛
、

苯妥英钠等显然是不科学的
。

根据我院现有

条件
,

以及临床需要
,

我们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的药物有地高辛
、

庆大霉素
、

丁胺卡 那霉 素
、

苯妥英
、

茶碱和卡马西平
。

五
、

将临床药学工作纳人质量监控

为了监督我院 临床药学工作
,

我们还将

其纳入质量检查和控制
。

主要考查内容有
�

抽查处方
,

是否存在不合理用药和明显的理

化与药理配伍禁忌 �对临床提出的咨询问题

是否及时 回答 �是否及时检测血药浓度 �是否

按规定举行学术讲座
、

药品知识讲座和新药

介绍 �是否收集药物不 良反应和 指导科室合

理用药
。

并视考查情况
,

联系院 目标质量管

理
,

实施奖惩
。

总之
,

临床药学在我院 医疗工作 中逐渐

受到重视
,

并开展了一些工作
,

但还很不够
。

今后
,

我们重点加强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 一是

深入临床第一线
,

指导合理用药
,

特别是对危

重病人用药和抗生素的使用 �二是建立健全

行之有效的不 良反应监察网 �三 是积极创造

条件
,

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

对危重病人或某些

特殊药物实行给药个体化
。

医院药剂科应设立 � � � 窗口

李凤美 赵 让

�山东省巨野县人民医院 巨野 � � � � � ��

摘要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
,

� � � 制度的出台和 人们对自我保健意识的加强
,

医院药剂科应考虑

设立 � � � 窗 口
。

并从加强药学 人员素质修养
�

做好咨询服务 �普及大众用药知识 � 加强药品管理
、

保证药品质

量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

关键词 医院药剂科 � 昨处方药 � 咨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