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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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药品不 良

反应报告表单 以及 程序 共置

于服务器主 目录同一文件夹 内
。

完善 站 点 的其他 内容 站点除了

提供 报告的上报工作外
,

还利用医院现有的网

络平台提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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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的在线交流的园地
。

将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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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的链接
,

站点

正式在院内开通
。

结果和体会

大 大提 高 了 报告表 的质 量 以 往手写

报告表医生 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对患者的病史
、

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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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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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对 报告做

出准确
、

客观的评价〔 」。

而采用 网上 上报
,

通过事

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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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表

的质量
,

有利于 调查人员作出正确的判断
。

我

院 自 年实行网上上 报 以来共收集

报告 份
,

全部合格
。

而同期收集到 的 份手

写的 报告中有 份由于内容缺项或字迹无法

辨认而未予采纳
。

有效 地提 高 了 上报 的 及 时 性 书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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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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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定期统计和汇总
。

而采用网上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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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

快捷
、

及时

和准确地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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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同

时
,

同样可以向临床医务人员提供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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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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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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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

占 家中存有过期 药品的 户
,

占 共有过期药品品种 种
,

平均每个 家庭

过期药品 粒
,

冲剂 包
,

水剂
,

针剂 支
,

软膏 支
,

眼药水 支
。

其 中超过有效期 年以 上 占
,

最长的 已存放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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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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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小病去药房
,

不少

家庭都准备了备用药箱
,

以应不适之需
。

备些常用

药已成了许多家庭 的习惯
,

而与之不相适应 的是家

庭药品管理存在很大的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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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些消费者药学基本知识缺乏
,

有三分之一

的儿童中毒是因误服药品引起的
,

服用过期药品或

变质药品出现不 良反应等已 占相当多的比例
。

过期

药品不仅加重 了百姓 的医疗费用
,

还 明确被 归 为
“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 ’‘ ,

对 自然的危害很大
。

同时

居民家中的过期药品也成了一些走街串巷药贩子凯

觑的 目标
,

这么多的过期药品
,

一旦流人不法商贩之

手或不法医疗机构
,

将给社会带来难 以预计的可怕

后果
。

笔者通过调查居民家庭贮药情况
,

并记录过

期失效药品
、

数量
、

日期
,

结果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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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急需建立有效的回收机制
,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

资料来源

重庆市某区 个单位
、

个社区居 民共计

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形式
。

并详细指导消费者如何清

理家庭贮备药品
,

统计记录过期药品的品种
、

数量
、

日期
。

共计发放调查 问卷 份
,

返 回有效 问卷

份
,

返回率
。

结果

在 户居民中
,

具有贮药习惯 的 户
,

占 家 中存 有 过 期 药 品 的 户
,

占

共有过期药品品种 种
,

平均每个家庭

过期药品 粒
,

冲剂 包
,

水剂
,

针剂 支
,

软膏 支
,

眼药水 支
,

中药若干克 因不便称量
,

未能计数
。

其中超过有效期 年 以上 占
,

最长的已存放了 年
。

讨论

家庭贮药最大的特点就是方便
,

因此
,

不少人身

体有点不适便根据症状 自己服药
。

家庭药箱助长了

用药人 自己决定用药品种及用法用量的做法
,

一些老

人
、

保姆在给孩子用家庭药箱里的剩药时
,

很少阅读

药品说明书或详细查看药品有效期
,

因而常有事故发

生
。

有的消费者缺乏基本的药物常识
,

对于药品说明

书上标注的生产批号
、

有效期
、

失效期一知半解
,

甚至

根本不懂
,

故而不能有效的识别药物有效期或药品是

否变质失效
。

从调查的结果看
,

家庭贮药已成为中国

许多消费者的习惯
,

有近 家庭储备有常用药

品
,

由此看出
,

一劳永逸成为许多人储备家庭小药箱

或者大规模购买常用药的潜在心理
。

由于许多消费

者对家庭贮药缺乏必要的管理或因贮存不当导致药

品过期
、

变质失效
。

从这次的问卷调查中发现 只有

的家庭将药品集中存放在小药箱内
,

的家庭

储备药品随意散落在各处 的家庭从未注意过药

品储存条件 避光
、

低温等 的家庭未定期清理

过小药箱 仅有 的消费者服药时查看了有效期
,

另外 的消费者从未想过药品有效期问题
。

在本

次调查 的 户居 民 中
,

家中具有过期 失效药 品

户
,

占
,

品种之多 达 种
,

令人瞳

目 有的居民家中还存有 余年的中药
,

他们误认

为中药和酒一样
,

年头越久越值钱
,

实际 卜
,

药品一旦

过了有效期就意味着失效
,

有些可能发生霉变或增加

毒性
,

若大剂量的服用
,

不但达不到预期的疗效还隐

藏着不少隐患
,

不仅不能治病
,

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

轻

则延误病情
,

重则致残致命
。

因而提高大众健康教育

宣传
,

帮助消费者掌握一些必要的基本药物常识和管

理常识
,

迫在眉睫
。

诚然导致家庭贮药过期失效的原因除了消费者

缺乏必要药物基本常识
、

缺少规范管理外
,

造成家庭

药品过期的原 因还有
一

’ 一是 育目买药造成浪费

一些人认为如肠 胃
、

感 冒
、

头痛等常用药经常用得

着
,

买些回家备用也方便
,

每次都花不少钱
,

其实很

多药都早 已过期了
。

二是医院的大处方
。

有的医院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
,

医生给病人开的处方
,

远远超出

了病人对药品的需求量
。

病人吃不 了
,

扔了又觉得

可惜
,

药品就这样积攒了下来
。

三是 由于现在药品

都是整盒
、

整瓶的包装出售
,

有些药可能只服用一次

或儿次
,

这些剩药存放时间长 了就会过期
。

还有些

市民从媒体上得知抗菌药实施
“

限售令
” ,

担心将来

使用不便
,

在抗菌药限售前
,

曾经出现有些市民少量
“

囤积
”

抗菌素类药品的现象
。

笔者认为储备抗菌

素类药品的做法不可取
,

化学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
,

其贮藏条件较高
,

贮藏时间长了
,

药品很容易 自动分

解
。

服用过期的抗菌素类药品不仅会直接危害健

康
,

甚至会发生生命危险
。

视全



药学实践杂志 年第 卷第 期

家庭过期药品加重 了国民经济负担
,

造成资源

极大的浪费
。

一个药品从研制
、

生产
、

上市要花费国

家
、

企业大量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而家庭贮药导致

的过期失效药品却不能真正实现药品的有效价值
,

相反却给广大患者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
。

许多消费

者面对这些过期药物虽然不敢再用
,

可丢了又觉得

可惜
,

处于两难的境地
。

过期失效药品不仅加重 了

人民的医药费用
,

而且对 自然环境污染危害很大
,

药

品非常易于分解
,

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有生物性
、

放射

性以及化学性 种
,

而化学性污染 已成为土壤和水

体的最大杀手
,

而过期药品正是此类污染源
。

居 民

家中的过期药品成了一些走街串巷药贩子凯觑的目

标
,

这么多的过期药品
,

一旦流人不法商贩之手或不

法医疗机构
,

将给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可怕后果
。

对于家庭过期药品问题
,

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

门
、

药监部门
、

药品流通机构
、

药品使用单位和制药

企业应引起高度重视
,

人大代表在
“

两会
”

上多次提

议尝试建立 回收家庭过期药品的
“

奖励机制
” 纽’ ,

在医院
、

药店和社区服务站等设立药品回收箱
,

积极

地实施回收药品垃圾
,

这样有利用价值的药还可 以

合理利用
,

比如作兽用药
、

花草药等 没有利用价值

的也便于集中销毁
,

避免污染环境
,

杜绝不法商贩犯

罪源头
。

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

健全
“

回收家庭

过期药品
”

的
“

长效机制
” 。

健全长效机制需资金
,

回收药品垃圾投人资金很大
,

要想长效地做好
,

还必

须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

如果 国家能设专项资金
、

更多

的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参与其中
,

这个难题就能很好

地解决
,

将回收过期药品作为 日常药监工作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开展下去
。

同时要对消费者加强

宣传教育力度
,

普及医药知识
,

让市民们尽量多懂得

如何正确使用药品
,

合理储存药品
,

减少不必要的浪

费
。

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
,

它 的内在质量和期 限有

着严格的规定
,

到超市
“

提篮买药
”

的做法不值得提

倡
,

药品应该随用 随买
。

医 院医生必须加强医德医

风教育
,

摆脱经济利益驱动
,

树立 良好的医德风范
,

减少大处方
,

真正做到依病施治
,

在安全合理使用药

物的同时
,

也能经济地使用药物
。

同时药品生产企

业也应 为药 品包装
“

瘦 身
” 一

〕,

那些 粒
、

甚 至

粒的大包装药品已不再适于消费者按需购药
、

按需用药了
,

生产以消费者疾病需求的单剂量包装

也不失为减少家庭过期药品的有效途径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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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药学如何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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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药学 的概念出现于 世纪 年代
,

进人

到我国是 世纪七
、

八十年代的事
。

经过药学同仁

二十多年的努力
,

该学科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

开展临

床药学的必要性也毋庸质疑
,

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不可否认 目前临床药学的发展陷人 了一种进退两

难的困境
’ 。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因各种各样
,

其中

不乏一些偏面认识
,

对临床药学的发展有害无益
,

需

引起大家重视

现状与成因

“

偏面认为每个 医 院都可 以 开展 临床药学
”

川

有关部门发布的文件要求
“

县 含县级 以上 医院

都要开展临床药学
” 。

可我 国有 多家县 以上

作者简介 陆军
一 ,

女
,

学十
,

主管药师
,

医院
,

不分医疗技术水 平
、

技术人员状况
、

地 区经济

发展水平
、

综合或专科医 院
、

教学 医院与非教学 医

院
,

一律都要求开展临床药学
,

即不合理也不现实
。

即使强行开展
,

其结果必然是流于形式
。

这主要是

对我国医院药学的现状缺乏清醒认识造成的
。

“

偏 面认为绝 大 多数 药师应努 力成 为 临床 药

师
” 〔’〕 目前有一部分人持这种观点

。

但 由于历史

原因
,

目前在岗的相 当一部分医 院药学工作人员 只

拥有中学
、

甚至小学以下学历
,

有的是多年工作的卫

生员慢慢进人药学 岗位的 越是级别低的医 院
,

这

种现象越严重
。

工作后 才接受 了一定 的中
、

短期

专业技术培训
。

这部分药学人员
,

从事药房的发药

工作尚能胜任
,

但要他们向临床药师的方向努力
,

毫

无疑问 目标定的过高
。

即便是药学专业 的中专
、

大

专
、

本科
、

研究生毕业
,

也不是人人能当临床药师的
。

“

对临床药师的工作 内涵缺乏正确 的理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