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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

把开发体现 医院 自己特色的新制剂
、

新剂型作为制剂工作的重点
。

在新建或扩建

医院制剂室时
,

应充分考 虑其发展方 向及医

院的特色
,

建设规模上也宜小而精
。

五
、

结合临床搞科研
,

为临床提供综合服

务

长期 以来
,

人们对 医 院药学 的认识仍停

留在药品保 障供应和管理工作 的旧观点上
。

因此
,

药学工作者不仅要高质量
、

高效率地做

好药品供应和管理工作
,

而且 也应利 用 自身

的专业优势
,

积极开展临床药 学和临床药理

的研究
,

组织药师下临床
,

参加会诊查房
,

为

临床医师提供合理用药咨询
,

结合临床制定

个体化给药方案 �组织新药临床观察
,

围绕合

理用药开展药效学
、

药动学
、

生物利用度
、

血

药浓度监测
、

药物不 良反应监察
、

药物评价及

药物经济学研究等土作
,

为临床提供技术服

务
。

可以认为
,

在做好 药品保 障供应和管理

工作的同时
,

结合临床搞科研
,

为临床提供技

术服务
,

是促进医院药学事业发展
,

提高医 院

药学的地位的唯一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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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是重要 的医疗文书
,

是衡量 医疗质

量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
。

各级卫生部 门都制

定了处方制 度
。

陈士景在
“

关于医师处方书

写正确性当议
” �‘�一文里

,

反 映了 �中国人 民

解放军医疗工作暂行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

执行处方制 度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我们

亦有同感
,

即规定中有个别 内容欠准确
,

操作

性较差
,

容易发生医疗行政负 责人
、

医师
、

药

师对 医师书写的处方是否符合规定认识不一

致
,

判断不统一的间题
。

为了规范处方书写
,

避免药师退方引起医师
、

护师
、

病人之间的矛

盾
,

应 当修改《规则》中不够恰 当和 过时的 内

容
。

一
、

处方制度修改的必要性

《规则》�第八 十六 条处方制 度 �是 �� ��

年由总后勤部卫生部颁布实施
,

同时是个暂

行规则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通 过几 年实践和

多次医疗质量检查
,

发现该制度有少许 内容

不适应现时治疗工作需要
,

跟不上 医疗管理

制度 的变化
。

例 如 �� �� 年版 中国药典二部

临床用药须知里
,

每一个药品收载拉丁和英

文两种外文名
。

而 �� �� 年版又有变化
,

仅收

载药品通用名称
,

不再列出习用副名
,

为照顾

有的药品习用名习用 已久
,

在本 版药典绪论

部分增列了通用名称和习用副名对照表作为

过渡
,

以方便读者继续使用
。

对药 品的外文

名称
,

中药仍照旧采用拉丁名
,

西药从实用性

和国际通用性 出发
,

取 消拉丁名而改为英文

药名
,

并 与国际非专 利英文名称 ��� � �相一

致 �� 
。

�规则》是
“

处方原则上用中文 �必要时

可用拉丁文 �
” 。

显然此处不够 全面
,

应 当修

改
。

二
、

界定处方 书写是否符合规定 的基本

原则

�全国医 院工作条例》
、

�医疗护理操作常

规 �以及医药院校有关 教科书等都对医师处

方书写作了具体规定
,

主要 内容没有 多少差

异
,

但都比较原则
,

适用性强
,

容易执行
,

是从

实际出发的
。

本着这种精神
,

我们认为只要

不是乱开处方
、

滥用药
,

只要不引起调 配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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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

用药混淆
、

误解和差错的处方都是符合规

定的
。

三
、

�规则�中处方制度重点修改的内容

�一 �药品 名 称 采用 中国药典�含外 国

药典 �的通 用名称
,

包括 习用 副名
,

药典未收

载的可参照其它有关资料
,

可用 中文
、

英文
、

拉丁文书写
。

�二 �缩写和混写 为 了节约时间
,

提高

工作效率
,

普通药 品的名称
、

调配方法
、

给药

途径
、

方法
、

时间
、

次数
、

部位等标示语可以用

中外文缩写
。

一张处方上书写两种或两种 以

上药品
,

各药 品允许用不 同种文字书写
,

但书

写每种药 品的文字不得混合应用
。

�三 �外用 药用 法标示 外用药按用途分

为局部作用和吸收作用
。

外用药多数是溶液

剂
、

半固体制剂
,

少 量的膏剂
、

膜剂
、

气雾 剂
、

透皮制剂等
,

用法
、

用量各有特点
,

需要准确

表明剂量和用药部位
,

其余的如多部位
,

不必

言明部 位
,

交 替使 用
,

混合 使用等 可以 用适

量
、

徐患处
、

遵医嘱等词语表达
。

�四 �用 法用量 在临床应用方面
,

中国

药典 �� �� 年版只规定 了常用量与极量
,

并在

凡例中明确是
“

供投药时的参考用
” 。

由于 医

药科学
、

临床药理和应用等研究的不断深人
,

药典中有关药物使 用的几项规定
,

难 以概括

临床应用的实际情况
,

并不能起指导性的作

用
。

特别是药 品监督管理 日益走向法制化
,

药典中规定的法定依据和参考项 目应有明确

的区分�� 
。

修定处方制度剂量时应贯彻上述

原则
,

或以此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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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讨论

�
�

本方具有温通 经络
、

活血散癖
、

松 肌

舒筋功效
,

消肿止痛疗效显著
。

对跌打损伤
,

膝
、

踩关节扭伤
,

肩 周炎以及颈
、

腰椎肥大 引

起的疼痛均有 疗效
,

是治疗软组织炎症或损

伤的有效外用药
。

�
�

临床应用 �� � 例
,

尚未发现有皮肤 过

敏的病例
。

在个别过敏体质患者身上 用药
,

也未发现过敏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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