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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始终把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及药品可获得性

放在首要位置是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 的社会药学的

最终 目的
。

为实现这一 目的
,

除了保证药品 的质

量外还要保证用药质量 为了保证用药质量
,

就必

须保障人体用药安全 为了保障人体用药安全
,

就

要规范用药的社会行为
。

保证药品的质量属 于药

事管理学 的研究 内容和 方 向
,

而保证用 药质量和

规范用药等这些社会公众在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

中的社会因素则属于社会药学的研究范畴
。

社会药学的发展也对药学技术人员提 出了要

求 要具有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
,

有药学

的专业知识和基本 的医学知识
,

对 以病人为 中心

的药学服务和实践有深刻的理解并具备相应 的技

能的药学技术人员 能辅助社会公众解决在药 品

获得和使用 过 程 中的问题
。

因此
,

要求 医药高等

院校药学专业的学生要有丰富的社会药学知识
。

其中社会药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对药学实践的理论

指导作用
,

以及作为药学科学 的一个独立分支学

科的必要性将逐渐显现
。

因此
,

与实际相结合
,

与

我 国国情相结合大力开展具有 中国特色 的社会药

学研究与教育
,

必然会对药学事业 的发展产生 重

大影响
,

使我 国药学事业发 展 中忽视社会公众在

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 中的社会因素的状况得到根

本的转变
。

因此说
,

社会药学对培养具有社会责

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 的药学技术人员具有重要 意

义
,

使药学更好地服务人类
,

造福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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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素质教育
,

加强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改

革的着眼点和 出发点
,

如何在传授具体知识的 同

时教会学员获取知识的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

要一环
。

药剂学 是药学专业 的一 门重要专业课
,

其特点是实践性
、

应用性强
,

涉及 面广
,

对 于任何

类型药物的研究与开发都离不开药剂学知识的运

用
,

药剂学在药学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

在药剂学课程教学中剂型是药剂学教学的重

点内容
,

也是培养学员实际操作能力的重要环节
。

在过去的教学过程 中
,

通 常采用 的是按 照剂型 的

概念
、

特点
、

辅料
、

制备方法
、

质量评价进行理论讲

授
,

学员掌握的仅仅是剂型 的基本知识
,

缺乏关于

处方分析
、

处方设计等能力培养方面 的知识传授
,

在教学具体实施过程 中
,

尽管讲授的剂型不 同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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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陷人八股式教学模式 中
,

不利于提高学 员 的

学习兴趣
,

尤其不 利于提高学员运 用 基本知识分

析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毕业学员 普遍 反 映学完药

剂课感觉学到 了很多
,

如何解决碰到 的具体 问题

却感到无从下 手
,

对 于如何进行处方设计更是缺

乏 明确的思路
,

而掌握剂 型 和处方设计方法恰恰

是药剂学课程教学 主要 目的之一
。

为此
,

我们在

近五年来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了部分剂型 的讨论课

教学
,

收到了较理想的教学效果
。

药剂学课程分为剂 型
、

基础理论和制剂新技

术三部分内容
,

在 剂 型各论 中片剂 和注射剂是课

程教学的两个重 点章节
,

也是新药研发过程 中常

用剂型
,

我们将其作为讨论课的试点章节
,

在简单

介绍剂型特点 和制备方法 的基础 上
,

分为若干讨

论小组
,

每组分别给出不 同的药物的名称
、

临床适

应证和临床常用剂量
,

每一种药物代表某一类药

物的化学性质 如片剂处方设计中的小剂量药物
、



热敏感性药物
、

易引起松片裂片的中草药
、

易吸湿

性药物等
。

各小组分别进行资料调研
、

剂型选择

和处方设计
,

在组 内同学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

各组

学员派 名代表作主题发言
,

发言 内容包括制剂

处方
、

制备过程
、

注意事项 和 问题讨论 个部分
,

发言过程中本组或其它组同学可 随时提出问题或

发表不同意见
。

例如在讨论 乙 酞水杨酸片剂 的处

方设计中
,

发 言同学根据其热不稳定 的特点设计

了一种湿法制粒低温干燥压片 的方案
,

考虑 到药

物晶型原 因
,

为防止裂 片处方 中采用 了强粘合剂

淀粉浆制粒
,

加 入酒石酸络合处方 中可能存在 的

微量金属离子以防止金属离子对主药的催化水解

作用
,

但忽略 了碱性润滑剂 可加速乙 酞水杨酸水

解 的问题而选用 了常用 润滑剂硬脂酸镁
,

发 言 刚

结束立 即有几位同学提出该处方应采用 中性润滑

剂滑石粉更适合
,

还有 同学提 出 了一种 干法制粒

压片法
,

也有 同学建议因 乙 酚水杨酸对 胃赫膜 的

刺激作用及 吸收部位主要在小肠
,

应制成肠 溶衣

片剂等等
。

教员在讨论过程中随时解答同学提 出

的疑难问题
,

每个处方讨论结束后 由教 员对该组

同学的剂型 和处方设计作出评述
,

完善处方设计

内容
,

指出存在的问题
,

结合药物和辅料的性质提

出不同类 型药物处方设计 的一般规律 和 总体思

路
。

对学有余力的同学可通过实验操作验证课堂

讨论内容
,

总结实验过程的经验与体会
。

讨论课教学的实施使学员作为教学主体的地

位得到了加强
,

充分调动了学员 的学习热情
,

由于

经过精心准备并带着 问题参加讨论
,

通过学员 与

学员
,

学员与教员 的提问与解答
,

提高了知识传授

的广度和效率
,

可 同时解答 同学学 习过程 中存在

的共性和个性 疑难 问题
,

使学员学到 了在普通课

堂授课中所学不到的知识
。

经过先后 个本科班

次的教学实践
,

我们的经验是要上好讨论课
,

课堂

设计是关键
,

首先是给出的药物应具有代表性
,

同

时也对授课教员的知识积累和授课准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

教员要针对某一药物做出数种剂型设

计方案并对学员在讨论 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必要

的资料准备
。

因此讨论课教学在提高学员能力培

养的同时对整个教学环节 中教与学双方都起到不

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

总结以往 的讨论课教学
,

感到还 有很 多有待

改进的方面
,

比如如何通过实验教学改革将课堂

讨论与实验教学有机结合
,

提高学员感性认识和

动手能力 如何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
,

从考试制度

上提高学员参与讨论课教学的积极性等都是我们

在今后需完善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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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院的合理医疗
,

是军队医疗保障水平的

重要标志 〔’〕。

军队合理医疗药品咨询系统的开发
,

极大的方便了医务人员准确掌握和使用分级保障的

医疗药品
,

其药品 目录中的电子说明书不仅是医生

开方
、

药师调配
、

护理给药
、

患者服药的重要科学依

据
,

而且还弥补了药物手册中药品内容不全的缺陷
,

对药物的用法
、

不 良反应及注意事项的叙述更为详

细
。

我们利用医院已有的局域网络
,

构建了一个网

络化的临床药学信息服务系统
,

应用 年来
,

深受临

床的欢迎
,

成为 日常医疗和药学服务工作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
。

它帮助临床医护人员实时
、

快速
、

准确的

查找本院用药的基本信息
,

熟悉和掌握新的药学资

料
,

为临床药学工作者提供先进的药学信息服务手

段
,

对于减少和防范用药差错
,

开展合理用药工作
,

强化为兵服务意识具有显著的意义 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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