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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 国内已经开发了一些药物信息服务

系统如药价管理、药物相互作用、药物情报检

索、心血管药物信息、药品处方管理等。但是大

多数系统均处于单机运行、各自为政的分散式

结构,相互间的信息资源不能有效交换与共享。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计算机管理信

息系统和网络技术将成为医院药学技术和行政

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 我们

研制了�多媒体医药咨询系统�,其中�药物信息
咨询子系统�较实用,现简介如下。

1 �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本系统确定收集药品包括临床最常用的品

种、最新版药典上的品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上

的品种、本院基本药物的品种、职工医保可报销

的药物品种。以及具有不同特点和用途的新药

如基因工程药物、单克隆抗体药物和缓、控释、

靶向制剂等也一并收载。

以往药物信息咨询系统所含信息量较少,

仅局限于某一方面如相互作用、药品名称、药品

价格、药理作用的分类等等,不能较好地满足临

床医生通过咨询系统来了解某药物特别是新特

药的各方面信息。本系统参考某些电子报纸和

电子书刊的内容,结合药物学本身的特点,确定

了数据库结构及录入的内容。库结构共有 22

个字段分别为: 类别(药理分类)、品名(药典正

式名称)、英文名、代码(品名的汉语首拼)、规格

1~ 4( 4种不同的剂量和产地)、参考价 1~ 4(对

应于规格的价格)、种类(指普通药品还是特殊

药品)、启用日期(本院启用日期)、适应症、药理

作用(详细录入该药的药效学、药动学特点和参

数)、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给药说明、药物相互

作用、用法、极量等信息。另外,通过品名和代

码与药物别名库关联,药物别名库收载药物的

商品名、别名、俗名、代号等各类名称。

根据品种的收集范围, 按数据库结构,从具

有权威性的书籍、杂志上整理和录入具体内容。

资料主要来源于 95版�药典二部临床用药须

知�、�新药介绍�、�新编药物学十四版�、�中国
新药杂志�等的新药介绍栏目、药品说明书,等

等。录入每种药物的信息多达 2000个汉字,其

中药理项就含有 500字左右的药效、药动学内

容。

2 � 系统功能
2�1 � 查询

在门诊大厅内安放了一台通过触摸屏实施

查询功能的计算机。本系统提供了 3条查询途

径:按首拼代码、英文名称和类别查询。

按首拼代码查: 就是按药物名称每个字的

首拼字母查询。一般输入前 3个字母即可根据

屏幕揭示选择所查询的药物。该查询途径最简

单最方便,使用频率最高。

按类别查询: 系统将收集的药品按其药理

作用分成 80余类。如已知某药物的药理类型

时,可根据提示逐步查找到所需药物的全部信

息。本查询途径可知某类药物的替代药物及最

新品种。

按英文名称查询: 就是按药物国际非专利

名称查询药物信息。由于药物的商品名, 中文

译名,俗名比较繁多而杂乱,而药物的国际非专

利名称只有一个,所以当用商品名、中文译名查

不到时,通过本途径有可以查到某药物信息。

为满足患者对了解医费用的需求,作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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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处方查询功能, 内容包括药品费(药品名

称、规格、数量、价格)。这些信息均通过网络调

入收费时录入的数据库内容。这样, 患者既对

自己的药品费用一目了然,增加了透明度,也可

根据处方上药物名称查询所用药物怎么服、副

作用如何、与其他所用药物有无相互作用等信

息。

2�2 � 维护
只有带口令的一个接口可进入本功能。

本功能可对数据库实施录入、修改、删除、

打印等操作。

录入:录入新药的全部信息。

修改: 对某一药物的信息进行修改。考虑

到药品的价格和产地经常变化,为此又分为部

分修改和全部修改, 其中部分修改只对某药物

的规格、价格和起用日期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国家明文规定淘汰的或自然淘

汰的药物的信息。

打印:按条件可打印出各种资料,如药品价

格手册、药品使用手册、处方手册等。

本系统投入使用以来, 提供了一条得到最

新最权威的药物信息的便捷途径。以后我们将

进一步完善、优化和扩充系统功能,保持所供信

息的准确性和先进性。
(收稿: 1998- 08- 25)

(上接第 57页) � Farmacia- Hospitalaria 的题名

为Use of Antiulcerat ive Drugs in Public Hospitals

from Andalucia Autonomic Community 的文章, 该

文章的主题归为第 6 类( drug evaluation)中, 被

IPA引用, 而MEDLINE 也未作收录, 而在 MED-

LINE收录的 173篇文章中, 大部分为临床方面

的文献, 这些却不是作为药学专业数据库 IPA

的主要收载内容, 在二者共有的 22 篇文献中,

大部分为药物代谢、分布及药物相互作用等方

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在获取药学情报方面, 应

根据检索者的专业范围来选择合适的数据库,

这样可以避免为检索用户带来的不必要的经济

负担,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两者联合应

用,再对命中文献进行筛选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此外, IPA光盘数据库与其手检本相比, 它

有很多优点: �检索入口众多, 检索灵活便捷,

手检本的 IPA只有主题索引和作者索引二种检

索途径, 而 IPA 光盘数据库共有 22 个检索字

段,并且每一字段均为可检字段, 尤其象 DR、

PC、RN及SC等字段,都是 IPA光盘所特有的字

段,使检索更灵活便捷。 �组配自由,保证了文

献的查全与查准率, 对于多检索点的课题,如查

手工检索工具只能是逐篇阅读, 然后筛选,而光

盘检索由于计算机的介入, 使字段组配变得轻

而易举, 在该光盘数据库中可进行多种字段的

组配,如 DE 或 DR与 PY, DE 或 DR 与 HU, DE

或 DR与 PT, DE 或 DR与 PC等等, 检索者可自

由选择, 灵活组配。这有利于提高检索的专指

度,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文献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在 IPA光盘数据库问世之前,该数据库的

机检只能靠联机检索,这无疑给检索者带来了

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光盘版以其方便快捷、经济

适用等优点深受广大检索用户的青眯。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IPA 是一种覆盖

面较广、检索途径多、查找方便而又经济适用的

药学专业文献数据库,它在对药学专业期刊收

录的同时,对世界上权威的医学期刊也进行精

选,而且它在药理学、药物评价、药剂学等药学

基础研究方面又有其独特的优势,更值得一提

的是 IPA中收录的 ASHP 会议文献及硕士、博

士论文对药学研究人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

资源,因此 IPA光盘数据库是值得医药科研人

员尤其是药学专业人员的重视的。
(收稿: 1998- 0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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