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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信息工作适应药学服务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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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学服务是 �� 世纪 �� 年代迅速崛起的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

在我 国正处于推广和普及阶段
。

而 药

学信息工作是药学服务所有工作的中心 和基础
。

因此
,

不 断拓展药学信息工作对开展药学服务 实践至关重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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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药学事业 的发展
,

人们对药学信息的需求

不断增长
。

在 �� 世纪 �� 年代由 � �� ��� 等提出的药

学服务
,

是医院药学又一崭新的工作模式
,

目前在我

国正处于初步建设和推广普及阶段
。

而在这当中向

包括药师
、

医护人员
、

病人以及普通公众在内的广大

人群提供及时
、

准确
、

全面的药物相关信息
,

是药学

服务所有工作的中心和基础
。

本文拟对药学信息工

作如何适应药学服务实践作初步探讨
。

� 药学服务与药学信息工作的关系

药学服务 �� �
� �� � � � � ��� � � � �

�� ,

�� �又称药学监

护
,

是指药师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向公众 �含医护人

员
、

病人及其家属 �提供直接的
、

负责任的
、

与药物

使用有关的服务 �包括药物选择
、

药物使用知识信

息等�
,

以期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
、

有效性和经济

性
,

实现改善与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的理想 目标
。

药

学服务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主动服务
,

其特 点是从过

去的
“

对物
”

转变为
“

对人
” ,

注重关心与关怀病人
,

促进病人合理
、

安全使用药物
,

达到身心全面康复的

目的
。

药学 服务的兴起是药学发展 的 一 个新 阶

段 〔’
· 。

药学信息工作并非是孤立抽象的
,

它 始终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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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渗透
、

存在于各类药学活动之中
,

并影响着药

学发展进步的全过程
。

药学信息(ph
arm aeeutieal in-

fo rIT la ti on
,

I)I ) 是一种特殊 的资源 和财富
,

包 含了药

学领域所有的知识和数据
。

包括
一

与药物直接相关药

物信息
,

如药物作用机制
、

代谢动力学
、

不良反应
、

药

物相互作用
、

药物经济学等
,

也包括与药物间接相关

如疾病变化
、

耐药性
、

生理病理状态
、

健康保健等信

息
〕

在现代药学服务中
,

药学信息工作占据关键的

地位
,

它能帮助用药者正确的认识药物
,

了解药物的

作用
,

掌握用药技巧
,

并能帮助用药者对药物的不 良

反应有所认识
,

预防或避免不必要的困扰和危险
,

从

而保证药物发挥最佳疗效
。

一方面
,

随着现代医药科技的发展
,

临床用药的

品种及数量 日益增加
,

现有药品品种达万余种
,

即使

同一药物不同剂型
、

规格
,

其用途
、

代谢特征
、

用法
、

用量及使用注意事项也各不相同
:
加之新药

、

新剂

型不断涌现
,

单一药物涵盖 的知识面和信息量不断

扩增
,

临床用药越来越依赖于药学信息工作黔2〕
。

同

时药学服务模式的转变
,

对药学技术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

其中必须具有了解
、

收集
、

运用医药信息

的基本功
,

否则难以担当开展药学服务工作的重担
〕

另一方面
,

药学服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药学

信息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

首先
,

它扩展 了药学信

息工作的外延
,

使之从药物研究机构
、

药品生产企

业
、

医院走向社会
,

延伸到病人
、

医务人员
、

普通 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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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范围
,

这为药学信息 l作的发展提供 J
’

最广阔的舞台 其次
,

药学信自
、

!

一

作的任务之 是

对药
“

笋服务提供信息保障
,

为 J
’

达到这 个日的
,

就

要不断更新信息 上作 手段和载体
,

这样才能确保信

息
、

内容的新颖性和准确性
,

达到信息服 务
_l

‘

作的质

红全要求

药学服务的推广普及带动 J
’

药
’、

荞信息 」_作的发

展
,

而后者的发展又进 一步促进 J
’

药
‘、

梦
二

服务水平的

提高
,

药学信息工作的完芳是 个程化药学服务发展

深人的基础

务水
‘

}

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
.
7 效用性原则 网络环境 下}

’

内药学信息服 务要

善 f通过信息挖掘
、

知 识发现等技术
,

对各种信息资

源进行过滤筛选 要增加信息的质认
,

给用户提供
“

佑息精
,

}产:
’ ,

和增位信息
,

使信息发抖 出最 人的效

ltl

2 药学服务中药学信息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现代药学服务中的药学信息 下作
,

已不在停留

在被动的收集数据
、

整理保存资料模式
,

而代之以 仁

动的传播药学信息
、

解答病人及伙师咨询
、

辅助医疗

决策和少「发 医药信息产品的现代服务模式
,

lxl

此药学服务中的信息需求旱现 专业性很强
、

知识层

次深
、

服务范围广等特点
,

这就要求药学信息 「作应

遵循以下
一

些原则

2
.
1 针对性原则 药学信息服 务的对象除 了医务

及药学人员
,

还包括少
、 一

大病人 以及个社会的各个层

次人员
,

由于他们的教育背景不间
、

咨询原因和重点

不同
、

需求必然也不同
。

因此
,

药学服务中的信自
、

卜

作提供的信息 内容要
“

适销 对
一

路
” , ‘

J 需求相
“

匹

酉己
”

-

2

.

2 系统性原则 药学信息服务在 内齐 上应追求

完整性
,

对来源于医药研究机构及企业的最新信息

和来源 于临床的药物治疗信息 以 及回溯性药学 知

识
,

能进行有效地组织和优化处理 在时问
_
L )

、

认保

证连续性
,

具有反映各时期情况及发展趋势的系统

性
〔

2

.

3 及时性原则 及时性事关信息的价值
,

{山川是

信息价值的生命
,

信息传递越及时越有效
〕

药物信

息 日新月异
,

如新的适应证
、

新 的用法用量
,

药学信

息 仁作就应把握住时机
,

及时推陈出新

2
.
4 可靠性原则 虚假或者错误药学信息

,

对药物

治疗的危害可想而知
。

药学信息必须以客观事实为

依据
,

涉及的各种信息数据要认真鉴另l]
,

确保信宫
、

内

容的真实
、

可靠
、

准确
、〕

2

.

5 方便性原则 方便性是指充分运用先进 的信

息处理技术
,

优化服务手段 药师肉对临沐医师和

病人提出的各种 问题
,

只需 鼠标轻点
,

键盘轻敲
,

就

可在短时间内找到详细
、

准确的答案

2
.
6 共享性原则 信息 的共享性 主要表现在小同

的管理领域和管理层次都可共同使用同一信自
、 一

所

以
,

不 同信息系统之 n
{1的信息共享性程度对药学服

3 药学服务中如何发挥药学信息工作的支撑作用

发挥约学信它
、

「作在药学服务过桦 中的作用
,

就应允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

完善相应的药学信息

服 务系统
,

使药学服务更加系统化
、

网络化
。

3

.

1 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的 建设是根本 当前电

于计算杉L技术
、

网络技术
、

多媒体技术
、

现代通讯技

术结合并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

医院药学领域的药

学信自
、

l 作
,

同样离不 开这些高科技成果的支持
,

否

则无法满足药学服务的信息需求

首先是信息处理的电
一

f 化和计算机化
、

以计算

村L技术的普遍运用为特征
,

把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

用 于药学信自
、

管那的方方 l和面
,

大幅度提高药学信

它
、

卜作的高科
一

技含童
.

具次药学信息管理的网络化
飞

通过网络通信平

台收集和发布药学信息
,

突破 11寸空的障碍
,

与药吵llj
、

l
矢护人员

、

病人以及普通 民众等服务对象之间建
、

)

交流渠道
,

提供药学信息服务
〕

第 三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尽 叮能将纸质信息源

转换为数字化信息源
,

同时大力收集数字化信息资

源
,

以确保存贮完整
,

传递迅速
,

更新方便
,

加快信息

资源的开发利用
)

第四引进 和应用高水平
、

高智能 的专业软件
、

通过建 守数据挖掘系统
、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力式
,

构建药学信息资源的集约型
“

知识库
”

3

.

2 丰富的信息资源储备是保证 提供药学信息

服务的前提之
一

是拥有大 量药学信息资源的储备
,

因此打
一

大和优化服务资源显得的 1分迫切
。

网络环

境 卜
,

电 子资源已成 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通过因特 网获取药学信息已成为最快捷

的 手段
,

网 L 站点成 千上力
,

药学信息极其丰富
、

但

同时我们要看到 勺
_
联 网 卜信息无规律地散布

,

日处

于动态状态
,

有价值的网站中多为收费的
,

如何从中

难
:
确快速地获得适用 于药学服务的信息

,

并 1卜易事
,

因此做好 网上导航就显得 十分的重要
「
、

通过数据库检索就显得有较大的优势
,

数据库

具有最小冗余度
,

较高数据独 立性的特点
,

建 立和引

进特色化
、

专业化药学数据库
,

可为用户提供更深

层次的药学信息服务
。

数据库大致可分为文献型数

据库
、

事实刑数据库和数值烈数据库
,

口前我国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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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应用较多的数据库大 多属 文献刑数据肠
,

包抓

朽日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 女11 书日数据咋有《
「

}

‘

义

牛物医学 期 刊数据库》(CM (1( 二)
、

《德洲
。

特 药学 义

档》(l)
erwen, D

r u g 圣
’

i
l

e
,

I ) I升
’

)

、

《国际药斗
‘

文摘洛(l
,卜

te r , l a t i
‘川 。

1 P l
la , r , l a (

·

e u
t

i

e a

l A
t

) 、
t
, a (

t
、

,

1 1

’入 )
、

《
‘

}

,

}
、
!药

学文献数据库》等;全文 库有清华数
‘

笋期刊库的你

药卫生辑
、

万方数据 医药信息系统
、

维普科技 明 l:JJ

库
、

荷 兰 E] s(a
、

油
,

电子期 刊全文数据片
、

德川 即而g
-

e:
全文数据库等

〔

此类数据库虽然也具有较高的 专
-

业性和使用价值
,

但有的数据库提供的儿
:指小 叶信

息
、 , 一

般情况 卜其很难满足 专业人员对牡
几定下

, i

已的

深层记子求

刹l比之 下事实型数据风则较好 事
’

夕万J贝数据!八

可定义为知识
、

经验
、

规则和事实的集合
.
是川 {

、
,

获

取 改观
、

准确
、

权威信息的币要来源 在{卜J外已圣有

比较成熟的事实型数据库
,

如 M lC I1( )M 卜:I)f ;\ 枚据

库是美国 M i(.
r., ro

e( 卜
x
公
l
刁出版的临床

‘

文践 寸乍
‘

灾了击

息系列数据库
,

是 1迂界上唯
一

提供
’了医疗 IJ’1 健康

有关的最新最综合的数据Jll
,

具备水实卿数据库的

所有特点 其信自
、

是以最大限度 卜满足临床的信息

需求为原则的
,

目「i汀美国所有大型医院均在了
‘

川}!i亥

系统

该数据库 i三要山药品信 自
、

系统
、

毒理 货信 目
、

系

统
、

紧急救护信息 系统和病 人教育信息 系统纤{成

它所提供的信息是 由许多
一

专家学者收集
、

俘理
、

筛

选
、

提炼并精心组 织起来的
,

可被 专.ll/ 人员直接 利

用
,

使用户能够最快最 直接地获得权威的无倾卜」性

的信息
,

而无需查找原始文献
、

例如
,

药品信自
、

系统

由 11 个 子系统 构 成
,

具有 多 个 数 据 项 儿
‘

1

,

D R 以J )E x (药品报道 )子 系统包括 药品评柑
,

、

药
,

,l
.
几

咨询及产品 lfJ 录 三个子数据咋 药品评份
,
)寺上要反

映药沉
,

的剂带
、

药代动 力
‘、

诊
、

注意事项
、

药物交 jl 作

用
、

FI
),\ 核准与未 核准 的适 应 证

、

临床应 川
、

副们

用
、

药品交互作用
、

怀孕用药安个分级
’
J 药品疗效 L匕

较等信息
、
;

药品咨询库提供较深人的药品资料
,

例如

哪 一类的药品会引起某种副作用
、

某种疾
一

病为何 价

选某药品
、

过去药品咨询中心常被询问的问题等
;户

品日录库则提供产品及制造厂商资料
,

包括药
l{
‘I‘

的

商品名
、

剂型
、

包装等 D R U( 卜 REA X (药物相 11 作

用系统 )共包括 80() O 个以 上的药品名词
,

同时将 向

品名及俗名加以区分
,

可帮助 医师及药师 查询药 品

是否产生交互作用
、

交 互作用的影响及临琦
(垂要性

PD R (医师案夹参考系统 )提供 2800 余种 日)A 批 准

的处方药以及 25() 家以 卜制造商信息
,

可杏询药 品

的相互作用
、

副作用
、

建议剂}
,全川备床药理学

、

儿利 川

址及禁忌症等
“

该库提供的数据信息 对 }l= 展药

学服 务有较
.
佰的利川价泊 川内已有单位引进 J 该

系统
,

’。
{
,
·

1外卞!}I
一

匕日前我卜1高质 员的事实巧q数据库

建设还有井冲

3
.
3 建立药学服 务信息共 享平 台是抓手 尽快 建

汀促进药学信自
、

资源共建 共享的运行机制
,

为促进

药学服务 J卜展和提高
.
可以尝试建 仅跨地区

、

跨部门

的药物f
.‘

; 它
、

服 务网络系统现代化信仓平台川111 9 1仆

I, , ,”‘, ‘,
l
“ , ,, , ‘

·

,
,

‘
i
。 ‘

、

、、、 l一 , 1 1
.

1 ) l
、 5 )

,

,
}
,

药通药
’

;

‘:
f

,
‘

、息 资离、

J峪亨的 染道 , 次发挥 }川坑系统
、

高校系统
、

科研系

统
、

军内!,
、

院系统等咚1 1汗
’

i 自
、

部门的各 自优势和特

点
,

分 !合竹
.
联 合共建或引进 仄药信息库

,

建 妇{佑

呀
、

药 孕;
_
丸策领域的信自

、

咨询和分析 支持系统
;月

几

发

{;月l勺〔冬了J矢}l名度的医药f
:‘
; 自

、
;
、,

1
、、,
‘、

,

从价了)1乡成 支持药

学服 务的文献毛
、

i 急保障体系

3
.
4 构建文献 系统评价机制和组织 是 目标 川i谓

系统z
‘

}

厂

价
l、

s
y

、
l
硬

。

, 1 1: t
r i
。

·

l丈、
、
丫
i
,
、

w

,

5 1丈) 义称为系统综述
.

足 种个祈的 义献综合评价方
一

法
,

根据某
一

具体的

临 )初司题 采川 系统
、

明确的方法收集
、

选择 和评拈

个户l
_
界已发表或 术发表的相关医学

、

药学原始研究

义献
,

) 刊统
一

的不书笋评价物
、

准筛选出符合标准
、

质址

好的 义献
、

川统 计学力
一

法进行综合
,

得到定性或定 峨

的结果
,

为疾病的诊治
、

合理用药提供科
一

学的依据

1
,

d
fl 寸

,

随右新研究结果的出现进了J
一

及时更新
,

随时提

f!七报 ,j?)j 的知识和信息
,

为临床药物治疗决策提供币

要依据
气

根据 ll:I 外 的经验
,

应成 立{{了有 关 专家
、

专业 人员纤}成的协作组织
.
负砂洲卜l作

、

保存
、

传播和

吏新医学
、

药学 小}}关领域的 系统 评价 系统评 价的

出现
,

为临床{关 心巾
、

药J巾省 去 j
’

人 }:抓子找证据 的时

}i, l
,

通过杏i旬系统评价
,

「,
f 以 直接得至11

日
r 谁的

、

简明

的答案 这是药学信息服 务 上作
一

个 重要发展方

向

3
.
5 提高药师信息素质是关键 药

‘

孕f占自
、

服务是

J
一

妈衍要名学科知识的 ! 作
,

它 要求从事者不仅 要

了J扎实的药学 峨础和 } 京的临床药学知识
,

而日
_
需

要终价较高水
‘

}

厂

的信自
、

应川能 力
,

仁要包括微机应

川能 力
、

信 自
、

获取能 力
、

信它
、

沟通能 力等方
一

向 实践

讼明
,

{六自
、

时代的药学人员
,

只有 具备良好的信息意

识
, ’

掌握信息技 术
,

才能创造性地做好网络环境 卜的

药学 }竹
,

提高药学服务效率和质童
、

要使约学人员具有信息能力要注意从以 卜力
一

{

ff1

进行结养 首光把信息技能的教育纳人到继续教育

之
l
护

,

积极 为广 人药师提供提升信息素养的机会和

染道 其次
,

在执业药师资格认证制度
‘

}

,
,

把是否掌

握信它
、

技能作为从廿准人制度的考核内容之 一
,

对

执业药帅从朴索质提 出史高要求
,

推动药师职朴索

养更符合汗展药
‘

诊服 务的而 要 第
: ,

组织编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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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于药学服务培训用的信息教育的教材和读本
。

总之
,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深人
,

人们

医疗保健需求的日益增长
,

药学服务会迅速发展和

普及
,

同时对药学信息上作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

我们应积极进行探索
,

加强信息化基础建设
,

不断完

善药学信息服务工作的新模式
,

推动药学服务的开

展和深化
,

以适应新时期对药学 E作的重大改革和

挑战
。

的挑战[J〕
.
药学实践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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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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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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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服务进展及其在实践中而临

试论军队中小医院制剂发展的方向

鱼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1 医院
,

北京 10 00 94 )

摘要 新一轮军队医疗机构换发制剂许可证的工作指 日可待
,

从上一轮换证至今
,

军队中小 医院的规模与布

局发生 了深刻 变化
,

中小 医院制剂今后向何处去? 作者从军队中小 医院制剂存在的必要性
、

现状及问题的解

决等 3 个方面进行阐述
。

认为在短时期 内军队中小 医院制剂是不可消亡的
,

但 又存在着严重的挑战
,

我们要

积极应对
,

应尽快实现 医院制剂由生产供应型向研究开发型转变;特别是以军队特需药品 的开发为平台
,

积

极为新一轮制剂换证工作做好思想准备
,

使 医院制剂更好地为临床与战备服务
(

关键词 军队中小 医院 ;制齐叭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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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军队医疗机构换发制剂许可证的工作指 关颁布的规章川
,

但与西方 国家相 比
,

仍有相很大

日可待
,

从上一轮许可证换发至今
,

军队中小医院的 差距
,

且举步艰难
。

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应是教育

规模与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
,

特别是中小医院 自制 问题
。

我国现在的老中青药学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

制剂的发展正徘徊于 卜字路 口
。

作者拟从军队中小 学化学出身
,

药学专业与临床联系很少
,

学制均为 4

医院制剂存在的必要性
、

现状及问题的解决等 3 个 年
,

即使像上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临床药学专业 (5

方面进行阐述
,

以期有一清醒的认识
,

进而为新一轮 年制)
,

也是办了停
、

停了办
。

而临床医学专业学制

医疗单位制剂换证工作做好思想准备
。

最少为 5 年
,

截止 20 04 年 国家已批准协和医科大

1 中小医院制剂存在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 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

军

队连续大范围缩编减员
。

中小医院撤编不少
,

即使

保留单位减少了床位与工作人员
,

但医院药剂科仍

在其编制之列
。

那么 自制制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回答应是肯定的
。

1

.

1 医院 自制制剂的存在是 临床 医学的需要 医

院药剂科对临床医学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临床药学与自制制剂
。〕

临床药学或药学监护在西方

国家的药学工作中
,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并在法律

方面有充分的保障
。

在我国尽管已有了国家有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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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复旦大学等 7 所大学开设 8 年制的临床医学专

业
。

为了临床医学平等对话
,

美国从 2000 年 6 月 1

日起对药学专业全面实施了 8 年制教育L
’
l
。

教育是

基础
,

我国的临床药学专业要摆脱
“

马后炮
”

的被动

局面
,

代以前瞻性 的临床会诊
,

还会有很长的路要

走
。

至于 医 院制剂则 应是药学人员 的 强项
。

在

20 01 年 2 月颁布的《药品管理法》第四章医疗机构

的制剂管理中
,

共有 7 条
,

其中有 3 条是关于医院制

剂的
。

《药品管理法》对医院制剂的限定为¹ 取得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º 配制医院制剂要有一定的

软硬件条件 ;» 非药用规格原料或辅料不得使用
,

制

剂包装材料需要符合药用规格 ;¼ 医院制剂是本单

位临床需要而市场无供应的品种
,

以自用为原则
,

不

得在市场销售;½ 医院间调节使用要经过批准
。

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