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询功能着眼于将辅助诊断和提供可选用抗生

素方案相结合
,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
,

按以下

不同途径进行查询
。

� 输入菌种名称直接查

询首选及次选药物
。

计算机显示药名后
,

还

将显示使用这些药物的指导 性 说 明
。

� 提

供菌属分类清单
,

按其所 标 的 菌 属 号 码

� �一 ��� ,

将能得到该菌属下所有菌种的

名称及号码
,

再按菌种名对应的号码输入后

就能得到首选及次选方案和指导说明
。

� 输

入病种名进行查询
。

某些感染病症 由不同的

菌种引起
,

临床诊断时往往需要了解这些致

病菌种
,

进而参照其他检查结果用药
。

针对

这种诊断要求
,

功能中这一选择途径起到了

辅助诊断和帮助医生记忆
诊

忍维的作用
。

输入

病 名后
,

屏幕即显示能引起该病 的一系列菌

种 名
。

按其所对应的号码输入后
,

就能得到

首选及次选方案和指导说明
。

上述三种途径

达到同一 目的
,

但过程不一
。

� 。

查询在某些疾病
、

生理状态下慎用

和禁用的药物
。

该项功能可对 � 种生理状态

�� 种病理状态下慎用和禁用的药 物 进 行 查

询
。

输入该项功能后
,

可显示�� 种状态的名

称及前标号码
,

按所选号码输入后
,

即能看

到所选状态下禁用和慎用的所有药物 �指 目

前 �� �种以内�
。

� �

查询麻醉
、

精神
、

剧毒限制性药品

的规定
。

二
、 “系统”

的环境及使用
“
系统

”
由一个主控模块和九个子模块

组成
。

包括了�
, � �� 余条

, � � � � � 语 句
。

资料库由�� 个数据库组成
,

内有�� 余万汉字

和 �� 余万个� � �� � 字符
。 “

系统
”

研制工作

是在 � ��
一�型汉字事务处理系统上进行的

。

该机字长 � 位
, � �  为 �

一 �� ,

内存 容量��
� � ,

外存容量为 ��� �硬盘驱动器和 �� � � �

软盘驱动器各一个
。

操作系统为具有汉字功

能的� � �� � � �
�

�版
。

目前
“
系统

” 已移植

到国产优选微机
“长城� � ���

一� ”
上

。

软件

开发工县为汉字 � �  ! ∀ ��
。

系统以人机对

话方式进行操作
,

指令简单
,

非专业操作人

员在半小时内就可学会使用
。

医和药这两个学科相互渗透
,

形成了许

多边缘学科
,

计算机技术在这些边缘学科中

将起重要作用
。

我们期望
“
系统

” 在不断完

普的过程中能给广大临床工作 人 员 带 来帮

助
。

一

该 “系统
”
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工作

,

还

存在许多问题
,

希望得到各地同道的指教和

帮助
。

� 据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 �

有毒中草药电脑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开发

有毒中草药使用得当
,

往往能药到病除
,

使用不 当
,

则常危及生命
。

因此将电脑技术同

有毒中草药的研究相结合
,

无疑是很有意义

的
。

我们在 � ��
一� � � � �微型机上进行研究

,

尝试建立有毒中草药资料数据库 � 该数据库
·

系统拟开发有毒中草药的鉴定
、

一

中毒的鉴别

诊断和抢救及综合倩报检索服务应用软件
。

目前已完成了系统的总体方案
、

数据结构和

硬软件支持及部分功能模块
,

在提高检索
、

查找的速度方面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

并以有

毒中草药鉴定中的粉末显微鉴定这一子模块

为例
,

进行了运行试验
。

结果表 明 有 鉴 定

快
、

准
、

便的特点
。

用电脑检索 粉 末 生 药

大部分能在 �分钟左右直接检出待检样品
,

对判别指数较低的药物
,

我们建立了
“
标准

品信息反馈法
” ,

也均能一次检出
,

这在方

法学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进步
。

本电脑数据库的建立
,

对有毒中草药的

鉴定
、

辅助诊断和抢救治疗
,

对有毒中草药

的综合应用研究
、

中草药教学等方面
,

均有

一定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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