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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学习和提高的最好场所和 基 本 方

式
。

其次现代科技飞速发展
,

近些年来兴起

的生物药学
、

分子生物学
、

免疫学
、

生物技

术和遗传工程 等对药剂科同志是比较生疏的

领域
,

必须通过 自修和其他途径迅速补课
。

情报人员应永远处在新知识的前沿
。

�
�

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判断能

力
。

这种能力也来源于对药学事业的热爱和

关注
。

在别人没看出问题的地方 看出问题
。

善于在脑子里将一些孤立的知识
、

经验
、

结

论
、

设想等重新组合成为一种新的联系
。

在

发现的问题 中
,

找出核心所在
。

情报工作者

应该努力成为人们心 目中的
“活字典

” ,

而

又是想象力丰富
,

思想敏锐的
“观察家

” 。

一个热爱药学情报工作
,

富有充分的责

任心是在进行创造性情报工 作的重要前提
,

不能设想一个得过且过
,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的人
,

在药学情报工作中能有多大的贡献
。

�
。

要有坚持不懈和追根到底的韧性
。

这种韧性来源于时代的紧迫感和朝气蓬勃的

进取精神
。

正如已提到 的情报工作是个默默

无闻的岗位
。

做不到一鸣惊人
。

由于科技飞

速发展
,

科技信息量也成倍增长
,

并不是所

有信息都有价值
,

因此要筛选
,

要研究
。

客

观上要求向临床提供高质量 的信息
。

要及时

取得信息反馈并不那么容易
,

要等待
,

要不

急不燥
。

如果提供的信息经实践无 实 际 效

果
,

要 继续研究
,

不灰心
、

不气馁
。

药学情

报工作者要自始至终都能不屈不挠再接再厉

地默默奉献
。

以上几个方面并不是孤立的
,

而应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
。

思想觉悟是前提
,

业务技术是

根本
。

药学情报工作绝不是高不可攀的
,

可

也不是随意安排个人就行的
。

作为一个药学

情报人员在这块新开拓的园地 里
,

应该以劳

动者的姿态提高自己的素质
,

为了药学事业

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

美 国 《化 学 文 献 题 目 》 的 利 用

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 或丽华

《化学文献题 目》 �� �
� � �� � � � �� �� � �

由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编辑 出 版
,

创 刊 于

�� � �年
。

该刊报道选自各国�� �多种主 要 化

学期刊近期即将发表的文献题目
,

�每期选

其中的� �� 余种�以每半个月一 期的速度向读

者提供有关纯化学
、

化学工程和应用化学等

方面 的科研信息
,

其中有关生化
、

药 化
、

毒

理学
、

药物及神经药理学等方面的期刊�� 种

左右
,

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化学文献题目》 由三部分组成
�

上下

文关键词索引
、

文献题录
、

著者索引
,

现以

� �� �年第 � �期为例
。

一
、

上下 文关键词索引 �� � � � �� �
一

��
一

� � � �� � � �� � � � �

从每条化学题 目中选择出来的 关 键 词

�含实质内容的词 � 按字顺轮流排列在每纵

项的中间
�

并在其左右刊载题 目中出现的轮

排关键词
,

其中可能是关键词
,

也可能只是

辅助性词
。

每一行共有 �� 个印刷符号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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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除外 � 由于是计算机自动编排
,

当题目

的字数超过限定数
,

每行的两头就会留下词

的片断
,

并印有
“ 十 ”

符号
。

如 题目完整则

印有
“ � ”

符号
。

每一篇题 目的右边印有参

考编码 �� � �� � � 二 � � � � � � �
,

它们为题 目来

源提供了极精炼的目录引文
。

参考编码 由 �

个字母和 � 个校对字母
、

期刊的卷或期号及

论文所在页码组成
。

其著录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日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关键词
,

� � � 轮排 关 键 词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刊名代号
,

�� �

卷号
,
� � � 起止页码

。

注
�
� � � 一 �� �

统算为参考编码
。

二
、

文献题录 ��
,�� ��� � � � � � � �

文献题录以本期收录的刊名代号的字母

顺序排列
。

它为读者提供刊名缩写
、

卷期
、

完整的题名
、

全体著者姓名及论文 起 止 页

码
。

其著录格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t i b i

o
t i

e s
.

1 1
: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b
s o r

p t i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y 一

(6) 723一 7 (
7
)

( 1 ) 刊名代号
,

( 2 ) 刊名缩写 (这儿 为

《药物科学杂 志》 )
,

( 3 ) 卷
、

期 (出版

年)
,

( 4 ) 论文起页 (第 723页)
,

( 5
) 著者姓

名
,

( 6 ) 题名
,

( 了)论文的起止页码 (从第

723页一 727页 )
。

三
、

著者索引

本索引列有本期引用论文的全体著者姓

名
,

以著者姓的字母顺序排列
,

名字一律采

用缩写
。

每个著者下均登有刊名代号
、

卷或

起止页码
。

其著录格式如下
:

51nko P J (‘)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
“
)

( l ) 著者姓名
,

( 2 ) 刊名代号一卷号一论文

起页
。

四
、

检索途径

《化学文献题目》 的检索途径有两条
:

上下文关键词索引和著者索引

(一 ) 上下文关键词索引

上下文关键词也算题内关键词
,

它是从

文献题目
、

文摘或文献正文中抽出的具有实

质意义的词语
。

但这种属 自然语言的标识基

本上不作规范化处理
,

而是直接用 文章题名
。

该索引每个款目占一行
,

由关键词
、

轮排关

键词和参考编码三部分组成
。

关键词标目印

在一行的中央
,

左边空出一格以便 读 者 识

别
。

轮排关键词即原题 目中该关键词左右两

边的词
、

则排列在关键词的两边起说明作用
。

行中央的关键词均按字母顺序排列
,

关键词

相同的行再按关键词右边第 1个词的字顺排

列
。

该索引对所有关键词进 行轮排
,

读者只

要挑选其中一个关键词
,

再参见左右轮排关

键词就可检索到同一篇文献
。

如我们要检索

这样一篇文献
,

题名是
: C h aracteriz a tso ll

o f th e ora l a b so rp tion o f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

t i b i
o
t i

e s
.

1 1
:

C
o
m p

e
t i t i

v o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r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y

.

其 中

具有实质性意义 的词 (关键 词 ) 有
:
or al

、

a
b

s o r
P t i

o n
、

l
a e

t
a

m

、
a n

t i b i
o

t i
e s

、

C
o
m

-

p
e
t i t i

v e
、

a
b

s o r
p t i

o n
、

p
e
p t i d

e
、

C
a r r

i
e r

等 8 个
。

这儿需注意的是
,

因主题需要题 名

中出现 了 2 个
absor Pt io

n ,

由于它们的 上

下 文关键词不 同
,

所以在索引中
abs。印ti

on

出 现 2 次
。

下面用这 8个关键词分别检索
,

可得 以下相同结果
。

a n
t i b i

o
t i

e s
.

1 1

: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r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C h

a r a e t e r
i
z o t i

o n o

f
t卜
e oral ab so 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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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o n o f 日
一

l
a C

t
a n : a n

t i b i
o

t i
e s

.

1 1

: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1 1
:
+

C h
a r a e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o r a

l
a
b
-

s o r
p t i

o n o
f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t i b i

o t
i
e s

。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n o
f t h

e o r a
l

a
b
s o r

p t i
o n 一

日 l
aetam

an tibioties
.
11+ C haraeterization

JP M S
,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 r a l
a
b
s o r P t i

o n o
f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t i b i

o
t
-

i
e s

.

1 1
: +

C h
a r a e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t h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o
f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t i b i

o
t i

e s
.

1 1
:

C
o
m p

e
t i t

-

i
v e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r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y

.
二 + o t i

e s .
1 1
: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1 t i
v e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r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y

.
二 + o t i e s

.
1 1
:

C
o
m p e t

J P M S 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通过查找关键词
,

我们得到了参考编码 JP -

M S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

。

然后再按文献题录部分

的字顺
,

得到以下结果
。

J P M S A E J

.

P h

a r
m

.

S
e
i

.
,

7 8
,

N
o

g ( 1 9 5 9 )

0 6 9 5 J
a 扭a li F

,

M
e

h
v a r

R
,

P
a s u

t t
o

F M

E
n a n

t i
o s e

l
e e

t i
v e a s

P
e e

t
s o

f d
-

r u
g

a e
t i

o n a ”
d d i

s P o s i t i
o n :

T h
e r a P e u t i

e P i t f
a
ll
s
.
二

6 9 5 一 7 1 5

口7 1 6 H e d a y a M A
,

S
a

w
e

h
u

k R J

E f f
e e

t
o

f p
r o

b
r n e e

i d
o n

t h
e r e -

n a
1

a n
d

n o n r e n a
l

e
l

e a r a n e e s

o
f

z
i d

o v u
d i

n e a n
d i t

s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i
n

t
o e e r e

b
r o s

P i
-

n a
l f l

u
i d i

n
t h

e r a
b b i t

.
=

7 1 6 一 2 2

0 7 2 3 S i
n K o P J

,

A m i d
o n

G L

C h
a r a e

t
e r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o r a

l

a
b

s o r
p t i

o n o
f 日

一
l
a e

t
a
m

a n
t
-

i b i
o
t i

e s
.

I I
: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b
s o r

P t i
o n a n

d P
e
P t i d

e e a r r
i
e r

s
P

e e
i f i

e
i t y y = 7 2 3

一 7

从中得到论文出处
。

如想 阅读原文可根据刊

名
、

卷 期及起止页码查阅
。

上下文关键词索引的查阅路线如下
:

项 目
了二

,

二丁艺沂 《上下文关键词索引 》

i 夕( 雀瑟毛 加刀 l一二厂茸汽三无互贡蕊丁霜宽界蕊互丁
二

巴~ 一一~
~ ~ .J 子污县 匕牡排大斑俐

《文献 题 录 》

(B i b l io g
r a p h 了)

~ J户

刊名
、

著者
、

题名
、

{

起止页码
、

卷期年 }

《化学文摘原始资料来源索引 》

( C A S S o u r e e In d e x )

一
匹巫」舒寄弩

咔

画困
(二) 著者索引
如果读者想 了解某一著者近来发表过什

么文章
,

使用著者索引就可直接得到参考编

码
。

如
:
Si n ko P J

。

按著者姓 的字顺 检 索

如下
:

51n ko P J JP M SA E 一 0 0 7 8 一 0 7 2 3然 后根据

参考编码查文献题录部分
,

从中得到题名
。

著者索引的查阅路线如下
:

匾巫i习潇藕默
;一区亚回花

爵篆黔
一
〔噩念襄互!

丝
长畜筹鬓孽{黔笼镖豪坦{ 亘困黔黑

咔

巫困
五

、

注意事项

(一 ) 刊名代号
:
一个刊名代号只代表

某种刊名
,

永不改变
。

如出版刊名改变则重

新启用新的代号
。

( 二 ) 范围
:
《化学文献题 目》 收录的

出版物目录及每种出版物代号刊登 在 每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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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St o于 P e r io d i e a ls 标题下
。

有关这些出

版物的细节可查 阅1907一1984年度 《化学文

摘资料来源索引》 累积本及每季度的增刊
。

( 三 ) 刊名
:
出版物 目录中出现的刊名

缩写均按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的标准缩写
。

( 四 ) 词的识别和分割
:
化学文摘服务

社已经发展了计算机编排系统
,

它只能识别

文献题 目中出现的化学词汇和化学名词
,

并

能从化学角度分割这些词
,

这些被分割的词

段作为辅助的索引术语在上下文关键词中是

有用的
。

如
: 5一 e

h l
o r o 一

8
一
h y d

r o x y q
u

i
n o -

li
n e ,

可被计算机分割成
“
C h l or o,,

, “
五y
-

d ro x y ,, 和 aq u in o lin e”
。

计算机还一以识

别和分割化学物质分级 (C lasses) 名词 和

包括特指的化学过程或化学物质名称的字母

串
。

这样
, a e

h l
o r o

p h
e n o

l
s ”
可被分割 成

“ c
h l

o r o ,, 和 “ P h
e n o

l
s ,, ; a e

h l
o r o a

l
‘y

-

l
a t i

o n ,,
可被分割成

“ e
h l

o r o ” 和 “ a
l
K y l

-

a t i
o n ”

而
,’ c

h l
o r o s i s ” 和

“ e
h l

o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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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能再分割
。

( 五 ) 停用词 目录
:
计算机不予承认的

某些不含主题意义的词刊登在本刊每一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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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难免也会有不恰当的词出 现
,

读者在查阅时适当注意就行了
。

·

文摘
·

抗 生 素 给 药 方 案 的 不 顺 从 性

王 雪明译 张 钧校

多年来人们认识到病 人对药物的治疗存在着很

高程度的不顺从性
,

不顺从性的定义在不同的研究

者之间是不同的
,

但无论使用何种定义
,

所有的研

究都揩出不顺从性的显著程度
,

这些研究已导向针

对不顺从原因识别的进一步探讨
,

并作为制订策略

的先导
。

此策略将降低不顺从问题的发生率
。

病人

的特点
、

社会人口统计学的因素
、

疾病
、

病人的知

识
、

满意情况
、

健康状况
、

疾病的类型以及治疗后

病人病情的改善情况都已成为研究的范围
。

现已完成的一项研究确认
:
在改善病人药物治

疗顺从浊方面处方医师
、

病人和会诊相互作用的方

式可以发挥作用
。

按惯例关于病人对抗生素治疗的

顺从性
,

调查了233 个被观察的病人
,

有关所 用 方

法的详细情况可参考原报告
。

作者们通过规定的12 项指标来识别顺从者与非

顺从者
,

并对结果作了概括
,

关于病人识别 指标

包括
:
健康状况

、

职业情况
、

片剂知识
、

迫切程度

的感受
、

依从的困难
、

被注意到的愤怒
、

间 隔 时

间
、

会诊中的过分自信
。

关于医师的识别 指标 包

括
:
关于治疗时间的规定

、

用药剂量方案 的 复杂

性
、

医师的年龄
、

从医的时间
。

经观察那些因病长期不能工作的人有较大可能

不顺从
。

另一方面那些意识到他们现在的健康状况

是与急性病况有关的则较可能顺从
。

应注意
,

病人

对其病情的感受要比医师客观的判断更重要
。

剂量方案的复杂性与病人使剂量方案适应于 日

常生活制度的能力在促进顺从性方面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
。

作者们指出
,

结论是当医师开写片剂处方时
,

医师既要考虑到服药剂量方案又要考虑病人的日常

生活规律
。

对于如何服用按具体情况给予而不是一

般 的规定方案
。

经观察
,

病人的顺从性和医师从医的时间及其

年龄之间存在着一个惊对目关性
。

从医时间较长的

年长医师长时间开该药品时
,

顺从性就差
。

关于这

一点在所搜集的资料中没有找到说明
,

但并不是年

长的医师开写了更复杂的剂量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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