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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医院网络资源 ,建立药学服务网站 ,为全院医护技人员提供药学服务 ,促进药学管理与合理用

药。方法 :采用动态网页技术开发我院药学服务网站 ,并指定专人定期维护更新。结果 :网站运行 3年来 ,受到

医院广大工作人员的欢迎 ,极大提高了药剂科形象 ,有力促进了医院的合理用药。结论 :建立医院药学网站 ,开

展网络药学服务 ,是医院药学发展的方向之一 ,对于促进医院合理用药 ,提高用药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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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 ,局域网在药学领域

内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系统日趋完善和全面 ,逐渐

形成一种工作标准和模式 [ 1 ]。将计算机网络与药

学的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它不仅会大力促进药

学的进展 ,还将对现有的药学工作模式带来根本的

转变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 2 ]。我院药剂科积极响应

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号召 ,于 2005年底着手建设药学

服务网站 ,为医生、护士、患者提供准确、合理的全程

化药学服务。

1　系统环境

1. 1　硬件平台 　兆光纤网 ,服务器 (HP Proliant DL

360G5, CPU 2. 3G,内存 4G) ,客户端为普通微机。

1. 2　软件平台 　服务器 : W indows server 2003, O ra2
cle8. 13;客户端 :W indows操作系统 , IE4. 0以上。

1. 3　开发工具 　M icrosoft SQL Server 2003, M icro2
media D reamweaverMX,M icrosoft V isual C sharp , V is2
ual foxp ro, Photoshop CS3等。

1. 4　管理与维护　网站的维护是一个长期进行的过

程 ,药剂科指定一名副主任药师组成网络维护小组 ,

专门辅助网站的日常维护与信息更新工作 ,以及各种

信息的组织、审核和发布。网站信息主要有如下来

源 : ①互联网如 FDA、SFDA、国内权威药学论坛以及

各种搜索引擎等 ; ②权威书籍、期刊、医院基本药品目

录等 ; ③临床反馈、实验数据及其他途径。

2　网站规划

2. 1　建站宗旨 　我院建设药学服务网站 ,始终立足

于本院医疗特色 : ①为全院工作人员提供方便、快

捷、科学的药学信息 ; ②普及药学知识 ,广泛吸取临

床建议 ,提供在线药学服务 ; ③便于网上学术交流 ,

促进临床药学服务质量提高。

2. 1　网站特色栏目设置

2. 2. 1　药事新闻 　药事新闻栏目设院内新闻与综

合报道两个版块 ,主要面向临床 ,报道我院药事管理

和药学活动的最新情况 ,以及国内、外新药研究、药

品警示、药品价格调整、FDA及 SFDA网站的最新动

态。我院药学服务网站在第一时间通报或转载近年

发生的药品撤市、药害事件等相关信息 ,如“欣弗 ”、

“假人血白蛋白 ”、“华联甲氨蝶呤 ”、“三鹿奶粉 ”事

件等 ,这些报道帮助医院及早采取措施 ,加强药品使

用 ,保障医疗和用药安全。

2. 2. 2　药品保障　介绍我院历年的药品招标采购目

录和药品供应单位资料。根据我院当年药品招标采

购目录建立药品介绍、药品说明书及临床用药参考数

据库等 ,并定期更新与补充 ,建立目录索引引擎 ,为每

个药品名称建立超链接 ,点击药品名称即可查询每个

药品的说明书、用药参考、供应情况等相关信息。效

期药品版块详细汇总我院在院药品的批号、厂家、失

效日期及剩余数量 ,方便药品管理和使用。

2. 2. 3　药学进展 　设药学研究简报、药物与临床、

药物再评价、热点课题、专科用药等专栏 ,收集汇总

国内外药学及相关专业网站的最新研究情况 ,供院

内专业人员交流和获得启发。并将我科与其他科室

合作的科研成果或进度定期以简报形式进行总结 ,

汇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 ,介绍我院特色制剂、药

品和治疗方法。

2. 2. 4　药物警戒　设置不良反应、不良事件、合并用

药、不良反应上报等专栏。每天收集公布 SFDA和

FDA关于药品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的最新报道 ,定期

汇总我院不良反应上报情况 ,在网上公布。根据我院

作为全军结核病及器官移植中心的特点 ,专门设立了

抗结核药和免疫抑制剂的不良反应报告专栏。我们

以国家 ADR中心电子表格为基础 ,建立了我院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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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监测的电子表格 ,供临床医护人员在线或下载填

写 ,并设不良反应留言板 ,药师根据留言板留言进行

不良反应的追踪 ,方便了全院的 ADR监测和上报。

3　网站运行效果

3. 1　网站维护 　网站自 2005年年底建立以来网络

维护小组共上传文章 3223 篇 ; 上传药品说明书

2057个品次 ;公布近效期药品 214个品次 ;发布国

家、军队紧急药事通报 166条 ;通过药师教育专栏进

行学术交流 30次。各栏目文章数目详见表 1。

3. 2　用户使用 　网站运行 3年来 ,经过几次改版 ,

更加方便用户使用 (见封三 ). 截至 2008年 12月 27

日 ,院内用户共计浏览 81417 次 ,用户发表评论

1085条 ,网站维护小组共回复 507条。详见表 1。

表 1　网站运行情况一览表

药事新闻 药政法规 药品保障 药学进展 药物警戒 药师教育 合计

文章数目 192 117 2 271 309 201 133 3 223

浏览次数 8 466 1 755 56 775 3 708 10 053 660 81 417

评论次数 407 20 501 50 105 2 1 085

回复评论数 27 15 408 12 45 0 507

4　网站运行体会

从表 1的数据上可以看出 ,院内的专业医务人员

最关心的还是药品保障的有关信息 ,其中最常被检索

使用的就是药品说明书 ,浏览次数与评论次数都是最

多的。其次是药事新闻和药物警戒的相关内容。

药学服务网站的建立 ,使我院药剂科的服务水

平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受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欢迎和广泛好评 ,为我院的合理用药发展起到了十

分积极的作用 ,药学人员从中更是受益匪浅。从最

初的药品划价、药库管理等系统到如今的药学服务

网站、合理用药系统等等 ,计算机技术在医院药学的

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逐渐显示出其强

大的便捷、准确、快速等优势。网络药学的应用 ,必

将改变医院药学的现行模式 ,推动医院药学的发展 ,

是医院药学从传统走向科学 ,从“以药品为中心 ”到

“以患者为中心 ”进行转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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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系统中应用可视化技术帮助人们更快、

更好的操纵信息、制定决策 ,是目前信息技术发展应

用的趋势。可视化技术拉近了人和信息互动的距

离 ,为解读大量的复杂信息提供了便利。我国医药

物流信息化建设应紧跟可视化趋势 ,缩短与国外医

药同行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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