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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局管理
·

浅谈临床药学在医药间的
“

桥梁
”

作用

岳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岳阳 �� ��� �� 许四 伟 陶兴寿

随着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
,

临床药学在

医
、

药间所起的桥梁作用
,

对促进临床用药水

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

一
、

积极收集药物资料

资料的收集是开 展临床药 学工作的 基

础
,

也是临床药学发挥桥梁作用的资料库
。

资料的内容应包括药物的相互作用
、

配伍禁

忌
、

不良反应
,

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
,

药物评

价
、

新药介绍
、

老药新用
、

中毒解救
、

新剂型的

应用
,

疑难病症新的药疗方法等
。

为掌握较

多
、

全
、

新的知识
,

我们科订购国内外报刊杂

志 �� 多种
、

购买药物书籍 � �� 多册
,

认真阅

读
、

摘录文献卡
。

在资料收集中有计划的分

类进行
,

一般分为国外资料
、

国内资料和本

院资料
。

在本院资料的收集中
,

紧密结合临

床
,

重点对病区用药情况进行收集
,

获得了许

多第一手材料
。

二
、

进入临床
,

互通情报
,

密切医护药病

患者间的关系

药师进入临床
,

一则可及时向医师推荐

新药
,

报 告药品市场动态
、

推销积存药 品
、

掌

握临床用药情况
,

二则可互通情报
、

互相支持

配合
,

协助解决疑难问题
,

推广新疗法
,

新疗

程
,

加强医护药间的联系
。

例如临床上青霉

素 � 钾
、

钠
、

苯 �座青霉素
,

先锋 �
一

号常应用肌

注给药
,

引起疼痛甚至是剧痛反应
,

思者较难

接受
。

以前苯甲醇作溶媒因其副作用大被淘

汰
,

临床急待解决
。

我们针对本院实际情况
,

认真查阅
、

收集 了有关资料
,

决定 用 。
�

� �

盐酸布比卡因作青霉素类溶媒来解决这个间

题
�‘�

,

并 且进入病室与医护人员配 合
,

对 �

个病室和门诊注射室共 � �� 例病人进行为期

� 个月的观察
,

结果得到满意的解痛效果
,

且

不影响疗效
,

深受患者的欢迎
。

药 师进入临床
,

能直接接触病人
,

掌握临

床用药情况
,

宣传药品知识
,

加强药师与患

者关系
。

例如一肾病综合征患者
,

全身水肿
,

医师采用低盐饮食辅助治疗
,

即要求患者饮

用秋石盐
。

但许多病人和一些医护人员不 了

解
,

中药秋石有咸秋
、

淡秋两种
,

咸秋主要成

分是食盐
、

味咸
,

药剂中多为外用 � 淡秋主要

成分是尿酸钙
、

味淡
,

多为内服
。

低盐饮食应

是淡秋 【“�
,

我们在病房发现患者配用咸秋
,

便

立即宣传有关知识
,

帮助他们掌握识别能力
,

改用淡秋后 使治疗有效
,

水肿消退康复出院
。

三 认真接受咨询

咨询工作是临床药学发挥桥梁作用的重

要内容之一
。

搞好咨询工作对药师素质要求

较高
,

要选用事业心强
,

有责任感
,

有较好的

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工作能力
,

工作主动服务

态度好的药师担任
。

临床医护人员希望我们

帮助解决有关药物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
,

涉

及面较广
,

我们要充分利用掌握的知识
,

认真

迅速准确地给医护人员以满意的答复
。

例有

一次
,

我院收治一位闭角型�窄角型 � 青光眼

患者
,

入院给予对症治疗
,

因眼痛夜难入睡医

嘱铸晚安定两片镇静
。

儿天 后 病情 反而 加

重
,

患省诉眼痛更难受
,

医师疑惑
。

接受咨

询后我们
一

认真分析用药情况发现并指出
,

安

定对这类青光眼是禁用的 � “� ,

阐明这种病 主

要是瞳孔阻滞引起房角闭塞
,

房水排出率减

少所致
,

而安定药理作川中有中枢性肌肉松



� � �总� � � 药学情报通讯� � � �年第 � 卷第 �期

驰效应
,

能使瞳孔括约肌和睫状肌松驰
,

使瞳

孔散大
,

前房变浅虹膜根部堵塞
,

前房角变窄

或闭锁
,

房水排出受阻加重病情
。

我们建议

改服苯巴比妥镇静
,

第二天症状好转
,

治疗满

意
。

四
、

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

配合临床监护

病人

临床血药浓度监测
,

是医
、

药结合的重要

部分
。

药师开展血药浓度监测
,

能协助医师

探讨常规用药的合理性
,

配合掌握病人个体

差异等等
,

它在临床合理用药
,

安全用药中发

挥很好的作用
。

可根据血药浓度选择适宜剂

量
、

适当的给药途径和适当的剂型
,

也能根据

其浓度的半衰期确定给药次数
。

如我们监测

发现庆大霉素常规给药方案 �一 日一次
,

一次

�� 万单位 �
,

间隔期间血药 浓度有很大 波动
,

相当一段时间低于有效浓度 ��一 � 件� � � �� 范

围
,

至第二天注前测定有血药浓度降于 。,

若

将改为每日 � 次
,

每次 �� 万单位
,

或肌注改

为每日 � 次
,

每次 � 万单位
,

血药 浓度可持

续维持在有效浓度范围以内
,

从而提高了疗

效
。

五
、

举办讲座
、

讲课

我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为医护人员举办专

题讲座
、

讲课
。

形式可以是全院或科室
,

可

以走出去或请进来
。

系统地介绍一些国内外

药物研究动态以及有关药物知识
,

推广新药
,

帮助医护人员扩大视野
、

掌握较多和较新的

合理用药知识
,

以便推动临床用药更加安全

和有效
。

六
、

定期出版
“

药讯
” ,

办好黑板报

紧密配合临床
,

立足于本院的实际情况
,

重点介绍合理用药
、

不 良反应
,

相互作用
,

临

床药物动态
,

介绍并推荐新药
、

新制剂
、

新齐�

型和新疗法等
。

内容要短小精悍
、

生动
。

二

年来我们已出版《医院药讯》� 期
,

介绍临床

合理用药 �� 篇
,

药物的不 良反应
,

相互作用
’

� 篇
,

药源性疾病 � 篇
,

生活与药物小知识 �

篇
,

介绍并推荐新药 �� 种
,

老药新用 �� 篇
,

提供药学咨询 �� 篇
,

临床药学选择题 � �� 道
,

并且针对本院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及时通告医师和提出改进措施
。

利用黑

板报形式
、

选登一些有关合理用药方面的科

普短文
,

提高患者用药常识
,

配合治疗
。

实践证明发挥临床药学的
“

桥梁
”

作用
,

加强了医药结合
,

密切了医护药病人关系
,

促

进 了临床合理用药
,

为药学服务于临床迈出

了新的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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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药物监测 �� �� �是以药 动学
、

药效

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
,

借助先进在休内药物

分析技术和数据处理方法
,

研究药物在体内

变化规律的一项科学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

它

对 临床用药中疗效的高低与毒副反应的强弱

可给预定量评价
,

并根据测得的数据对不合

理的给药方案予以相应调整
,

从而减少了用

药的盲 目性
,

促使药物 治疗达 到预期 的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