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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的开展
,

必须紧密结合临床
,

进行有

关药剂的性质
、

新剂型
、

新工艺
,

药物的吸

收
、

分布
、

代谢
、

排泄 � 进行新品 种 的 化

学
、

药理
、

生物检测标准
,

临床有效中药制

剂
、

中草药制剂稳定性以及药品质量
、

配伍

禁忌等的研究
。

目前我院开展以下几项探索

性研究
� �

�

碳酸氢盐血透液的配制
,

应用

于人工肾进行透析
,

业 已投入批量生产
,

供

临床使用
,

同时生产腹膜透析液 �醋酸盐
、

孚�酸盐 � 亦大量用放临床
。

�
�

� � 眼 用 甲

基纤维素溶液制各成功
,

用于眼科 角 模 移

值
、

人工晶体植入术等
,

具有国内 先 进 水

平
。

�
�

氟尿喀咤凝胶临床主要应用于治疗皮

肤癌及癌前期皮肤病人及某些病毒性皮肤病

和银屑病
。

�
�

中草药雷公藤有效成份提取药

理及质量标准的研究
。

�
�

复胆片研究 已数

年
,

大量用于临床有显效
,

目前正做质量控

制研究
。

药剂 �材 �科开展科研虽受设备条件
、

人

力
、

物力
、

财力和时间的限制
,

但应因地制

宜
,

适当开展科研工作
。

�六 � 积极开展药学情报工作 药学情

报工作是医药情报学的一门重要分科
,

是一

门多学科
、

多专业的复合新兴学科
,

它是临

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医院中建立药学

情报室
,

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和提高医疗质

量具有特殊作用
。

我科自�� �� 年成立了药学

情报室
,

分工一 名副主任药师负责 此 项 工

作
,

定期出刊 ,’�右床药物信息
” ,

其 内容
�

�
�

处方的病历用药分析
� �

�

不合理用

药具体事例分析 � �
�

药物不 良及毒副反应

报告
� �

�

药物相互作用 � 万
�

临床用药经

验
� �

�

新药新剂型介绍
� �

�

老药新用 � �
�

疑难病症新的药疗方法
� 牙

�

药物 科 研 等

等
。

每期出版后分发到临床各科室
,

并与各

兄弟单位交流
,

相互学习
。

另情报室还负责安

排全科人 员业务学习和参加市内学术活动
�

今年以 来还聘请了专家教授来科做了 �
�

局

部麻醉药作用机理
� �

�

胰岛素受体
、

抗体
、

抗性之间关系
, �

�

肿瘤化疗等专题学术讲

座三次
。

另外坚持每周一次小讲课
,

药师 以

上轮流主讲
。

近年药剂 �材 � 科工作人员共撰写论文

似篇
、

译文 �� 篇
,

各种期刊录用� �篇
。

另医

院药库微机管理软件系统及 � � 眼用 甲基纤

维素溶液制备
,

获� �  !年军队级医药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
。

上述活动大大的提高了药工

人员科研
、

业务水平和积极性
。

调 剂 室 封 闭 式 药 品 管 理

放 三�
·

第� � 。医院 史玉芬 叶风 山 苏景福

调剂室是医院药剂科面向临床和患者的

用药窗口
,

大批药品是从这里发到 病 人 之

手
。

因此调剂室的科学管理水平和 工 作 好

坏
,

不但影响 医疗质量和经济效益
,

而且也

直接影响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

我 院调剂室约保存� �� 多种 药 品
,

由��

多名专业人员担任正常和非正常时间内的处
�

方配发任务
。

过去调剂室 �住院部 � 除固定

两名药师外
,

其它人轮流参加调 剂室值班
。

药品保管除毒麻剧药
“
三专一锁

”
外

,

其它

药品
“开放

” ,

并实行季终盘点
、

后有加收

入减现存为消耗的管理形式
。

这种开放式管

理的
、

弊病是
�

� � � 调剂室形式上有专人

管理
,

但实质全科专业人员都参加值班
,

势

必 导致大家都管
,

又都不管
,

使责 任 心 下

降
。

� � � 药品流失
、

增大耗损
,

影响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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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个别患者不经医生诊断
,

随意索药
,

调剂室建立逐 日消耗总账
,

值班柜药品基数

延误治疗甚至加重病情
。

� � � 无 处 方 投 列入总账现存
,

月终盘点
,

计算总耗损率
,

药
,

查对无凭
,

容易发生差绪
,

影响患者用 上报科主任
。

院部调剂室和值班组不负责正

药安全
。

常工作时间的门诊处方配发
。

门诊调剂室工

目前调剂室药品管理 由开放式改为封闭 作人员不参加院部调剂室值班
。

式
。

封闭式办法
�

调剂室药品由季终盘点改 封闭式药品管理
,

由于实行分级负责
,

为逐日消耗的月末盘点制
,

每天由微机进行 责任到人
,

加强人工作人员的责任感
,

同时由

处方统计
,

下班后锁门
。

另外下设四个值班 于严格了规章制度
,

杜绝药品外流
,

减少损

供应组
,

每组一柜 �一组大柜分 四个独立小 耗
,

增加效益
� 另外见方发药

,

有凭可查
,

柜 �
,

每柜两人
,

各贮 ��� 种药品 �常用药�� 保证 了患者用药安全
。

种
、

急救药� �种
、

一周用量 � 药品 “三专一 此方法正在试行
,

但 已经显示了它的优

锁 ” ,

负责节假 日和下班后所有处方配发
。

越性
,

经近三个月耗损率统计
,

与过去同期

具体措施如下
�

各值班组录属调剂室
,

每组 比较显著下降
,

远远低于军区耗损率不得超

自建基数账 目
,

值班次 日以处方由调剂室补
、

过 �
·

� �的规定
。

其它方面的利弊
、

尚需进一

药
,

月末盘点
,

计算耗损率
,

上报调剂室
。

步实践验证
。

峙畔衅衅健扒丰僻衅衅僻僻衅
、
小 枷丰衅衅僻令枷丰�今礴衅畔簇小 枷拿僻衅僻衅� 扣毒衅衅僻

文摘
·

局部用 � �� �� 对紫外线诱发红斑的疗效

苏景福 王玉杰译 张紫洞校

暴露于紫外光下可引起红斑
,

如果暴露时间延 度分下列等级
� � 一没有变白 � � 一微白

,

长
,

则出现晒斑
。

有人发现
,

由于照射 紫 外 线 日
�� � �一 � � �� � � 所引起红斑皮肤上前列腺素 有所

丰嘴�丰簇
。

拿嘴

� 一明
确变白� � 一与未照射皮肤相同

。

根据研究目的
,

增加
。

众所周知非街体抗炎药物 �� � � �� �可抑 制
前列腺素的合成

,

由此可以预见这类药物对防治紫

与未用药部位相对比
,

变白说明皮肤发红减轻
。

结果表明
�

外光照射会有效果
。

已发现单独应用消
皮肤充血

、

发热和疼痛感
。

就在照射前
凿体抗炎药物 �如阿司 匹林和布洛芬 �

诱发红斑的闭值和平均最小红斑剂量
。

为了研究局部使用氟联苯丙酸 ���� � � �� � ��
�

。 � � 对防治紫外线�照射的效果
,

作者在十一名 健

缝瓤
�

老凰瑟漪氛霸寄器泉惹馨瑰霆

鳖戮暑羹萎鳍黔翼攀葱凳篡矍鬓厦黔
康志愿者进行了观察

。

先将药物配制成为 �
、

�
、

�
、
� 及 � � 的含有乙醇 ��� 份 �

、

丙二醇 ��� 份 �

次的效果好
,

但用三次并不比用两次好
。

由于阳光照射所引起的血管变化是有层次的
。

及二甲乙酞胺 �二份� 的溶液
,

受试者在标准条件
下用紫外线日� � �  一� � �� � � 照射

,

然后立即在照

射的三个部位使用药物溶液
,

有一处仅应用一次
,

在暴露不久皮肤立即出现徽弱而短暂的变红
,

并在
��分钟后消退

。

迟发性红斑反应在 � 一 � 小时后发

生
,

在暴露后 �� 一 �� 小时之间达到高峰
,

然后在第
� 一 � 天逐渐减退

。

这种退发性红斑据信至少部份
是由于前列腺素导介引起的

,

这就是局部应用氟联
而其它两处 � 小时后应用第二次

,

再过 � 小时后
,

两处中有一处应用第三次
。

苯丙酸和其它 � � � �� 来防治红斑病的依据
。 夕

将被照射皮肤分成区域
,

两处未用药 便 于 对
照

,

其余均分别使用各种浓度擦剂
,

并对每个照射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推荐这种制剂重复用于治疗
晒斑之前

,

必须进行药物吸收的研究
。

然而由于本

部位用未照射的
,

未用药的标准作对照来评价减轻
红斑程度

。

在同样光线条件下
,

同一观变察者在照

品的最佳高浓度约为 � �
,

而且使用两次以上也不
增加疗效

,

故这种制剂也许是有用的
。

� �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 》
,

�� � � � � � �  
,

后 �
、
� 及� �小时后评价受试部位的化

。

变白程射 � � �  �英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