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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交 设 计 的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 戴诗文

正交设计是一种多因素试验 没计的科学

方法
,

在药学研究中有广泛的用途
。

但该方

法随因素和水平的不同所三塑用的正交表亦不

同
,

计算亦随之有异
。

为简化此工作
,

提高

效率
,

笔者采川高级� � �� � 语言
,

编制成

“正交设计法计算机程序
” 。

本程序功能及

特点如下
�

一
、

程序功能

�
�

可造出任念因索及水平的正交表
。

只要输八实验的因索及水平就
一

可显示或打印

出相应的正交表
,

书
’�

安抓
一

实验用
。

�
�

可捉供表头 �炎计方莱
。

正交表表头

设计采用
“

菜单方式
”

输出
,

供实验者选用
。

�
�

可提示任意两列的交 互作用列
。

只

计 算 机 程 序

徐宝林 孙 健 魏杭英

要输入所考虑到发生交互作用的两 列 之 列

号
,

即
一

可得到交互作用列的列号
。

�
�

可随实验者的要求 �生行正交试验的

直观分析或者方差分析
,

并 自动打印出计算

结果
、

判另��显著因素
、

及最佳组合方式和最仕

组合的预测值
。

二
、

讨 论

在多因素分析中
,

正交设计试验是省时

省力节约的方法
,

在药理
、

药化
、

植化
、

炮

制等领域均有重要实用价值
。

本程序功能较

齐全
,

能自动完成从达丧到计算打印结果的

全部工作
。

山于采用人机对话及中文菜单显

示方式
,

操作极为方便
。

木程序的编彻无疑

有利于这一方法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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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

服 用 人 参 须 知

南京军区卫生学校 苏开仲

人参茧是补药
,

但不 可随便服用
,

应 权

据各人的体质份、况有选排地使用
,

并注怠服

�书的方了之�
。

一
、

人 多的 冶种
�

口前市场上销售的人

参大致有三种
�

生硒参
、

自参和红参
。

生晒

参微苦略寒
,

适应体热者 � 自参月
‘

平
,

一般

体质均可适应 � 而红参微苦而湿
,

对虚寒者

较为适宜
。

二
、

人参的服 用剂量与时间
�
除遵从中

医师的处方外
,

一般常用剂 虽 为 � � � 天 左

右
,

早晚两次
,

空腹服用
。

三
、

人参的服法
�

�

隔水蒸
�

�巴人参放在有盖的瓷杯中
,

加半杯开水浸泡�� 分钟
,

使人参膨胀软化
,

然后把瓷杯放进盛水的锅内
,

蒸开后计时约

� �分钟 �头汁�
。

第二次服用 �二汁 � 再加

半杯水
,

隔水蒸约�� 分钟即可连渗渣一并服

用
。

� 煎或泡
�

人参先用水泡软
,

再连水一同

倒入锅内烧煎
,

分二次煎服 �第二次连参泣同

服�
� 亦

一

可放入保温杯内
,

加开水反复泡服
。

�
�

泡 酒
�

把人参放入自酒内浸泡
,

约 ��

天后即可服用 �
一

可反复浸泡多次 �
。

�
�

磨参粉
�

将人参加工磨粉
,

拉剂虽每

天用温开水吞服
。

�
�

嚼服
�

人参切成薄片
,

按剂量
,

独片

放入口内缓慢嚼服咽下
。

四
、

服 用人参时的禁忌
�
服用人参期间

主要忌食萝 卜和蟹
,

其次是茶叶和绿豆制品

等
。

此外
,

外感有热度者和妇女月经期应停

服
。

舌苔 自粘厚腻
、

口淡乏味
、

痰湿阻滞者

也不宜服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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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

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医院药品管理 自动

化网络系纯的研究
。

建介几网络系统的意义在

于
�

�
’

已使 医院内药品流通过程各个环节的

管理全部隶属于计算机控制之下
,

从而提高
�

了营理的 臼
、

体效应
。

� 药品流通从入库到处

方调配发出
,

两次数据 讨七入 以后
,

由计算机

自动完成各个环节的数据转化不「�变通
,

同时

还可先成药 品入库的前 明工程如编造预算
、

制定采购计划
、

货源咨询及药品发出后的处

方分析
、

回顾考察等后期管理
,

这就必然节

省 了大量人力和时间
,

提 高工作效率
,

充分

显示计算机 的优越性
。

� 数据统计应该说是

计算机网络的拿手好戏
。

因为网络可以完全

避免药 品流通中由于重复的数据输入而可能

造成的数据失实
,

从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

�药品管理 自动化网络系统中的调剂室子系

统按收方
、

审方
、

划价
、

收费
、

发药⋯ ⋯程

序进行处方调配
。

特别是在发药前对处方中

所用药品的相互作用及不 良反应进行审查把

关
,

这对合理用药是一个根本性的保证
。

� 用

药水平可 以说是一个医院
、

一个医生技术水

平的缩影
,

能够随时对一种药品
、

一个病人
、

一个医生乃至整个医院用药情况进行纵横的

系统分析
,

以提高用药水平
,

推动医疗技术

水平的提高
,

也只有借助于计算机网络才能

实现
。

� 自动化网络系统如果 把识
一

算机与发

药机连在一起
,

计算机不仅审查处方
,

而且

还自动指令发药机发药
,

这既可 以减少调配

差错
,

又可随时统计药品发出数量
,

使调剂

室的药品收支全部置于计算机的控制之下
,

改变了调剂室药品收支无数的状况
,

带来了
‘

调剂室管理的变革
。

综上所述
,

建立医院药

布、收发管 自动化网络系统的目的
,

就是要应

用计算机
,

把医院药品的流通过程
,

实现全

程序自动化管理
,

提高管理质量
,

提高用药

水平
。

把计算机应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

二
、

网络系统实现 的可能性

计算机在药材管理中的应用
,

在我国已

经有了五
、

六年的历史
,

国内已相继出现了

一些药库管理
、

调刘室统计
、

医嘱处理
、

医

疗收费等方面的单系统管理软件及临床用药

咨询
、

药物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知识库系统软

件
,

这 些软件虽说都是 � 卜算机应用的初步成

果
,

但通过这些软件的研制和应用
,

使我 口

的药材管理趋向于模式化
、

规范化
、

标准化和

系统化
。

计算机网络在其他行业中
一

也有了不

少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
,

软件技术 也不断发

展
,

具备操作能力的人员不断增加
,

计算机

知识深入普及
,

都为医院药品管理 自动化网

络系统 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

三
、

建立网络系统的必然性

计算机应用
,

也必然同其他事物一样
,

要经过一个 由简单到复杂
,

由低级到高级的

发展过程
,

也就是要经历 由单机到 局 部 网

络
、

地区网络
、

国内网络
、

国际网络的发展

过程
。

计算机由于具有高速运 算
、

大 最 存

贮
、

逻辑推理 的本能
,

一�
可以大量快速的进行

信息处理
,

然而单机操作
,

贡复的数据输入

必然影响信息传递速度和信息传递 的 准 确

性
,

这是无法满足以信 息为主要资源的现今

社会的发展需要的
。

药学李业是一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
,

单机只能是执行系统工程中某个

环节
、

某个部位或某项功能上的要索职台阮

而系统工程十分强调系统的整体效果
,

系统

越庞大越完善
,

总体效果越明 显
。

单 机 效

果 与总体效果决不是数据累加
�

的关系
,

而是

倍数甚至是乘方的关系
。

就察体来说
,

计算

机不实现网络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应 有 的 作

用
,

就不可能得到最佳的效率和效益
。

建立
�

网络是计算机应用的高级阶段
,

一

也是必然趋

势
。

笔者认为
,

目前各医院计算机应用 已经

趋于普及
,

并已获得了明显效果
,

已经具各

了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从本条件
,

应当开展

网络系统的研究
,

以适应计算机应用发展的

需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