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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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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医药事业的发展
,

制药工业突飞猛进
,

新药品种迅速增加
。

如此众 多 的药

物
,

对其性能疗效一时难以全面了解 , 有时过份强调有利的一面
,

而忽视其毒副反应为害的

一面
,

再加上药物的多用
、

滥用及误用等因素
,

以致药疗事故不断发生
,

形成了许多
“
药源

性疾病
”

一
 ,

有的甚至产生严 重后果
。

例如 年代欧洲 的 反

应停
”  ! 致畸胎事故

,

年代日本的
“
氯碘哇琳

” 导致的
“

病
”
事

故等都造成了极大的
“
药害灾难

” ,

震惊世界
。

据美国统计
,

有 一 的病人由于药物反应而住院 , 另一方面却有   的住院病

人产生药物反应
。

住院病人死亡原因则有 以上是药疗事故造成的
。

怎样掌握 好 药 物 作

用的两重性呢 关键在于发挥医药人员的能动性
,

正确诊断
,

明了个体特性
,

熟悉药物全面

作用
,

准确选用适合药物及其给药途径
,

全面考虑
,

辩证论治
,

才能避免药物的不利因素
,

确实达到药疗的目的
。

据估计疾病治疗中
,

约 的疗效是通过药物治疗而获得的
。

为此如何推动医院开展临

床药学活动
、

帮助医院药局 药材科
、

药剂科 建立药学情报业务
、

介绍国内外药学领域的

新知识
、

新技术
、

新成就 加强药师与医师
、

护师间的联系
,

互通情报
,
使药物在临床应用

上更加有效
、

合理和安全是刻不容缓的事
。

因此
,

我个人认为欲有效地开展临床药学工作
,

当务之急是加速建立药学情报网
。

现提

出初步设想如下
。

一
、

编辑出版药学情报一类刊物
,

向全国的药师和医护人员宣传介绍合理用药知识和经

验
,

例如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编印的 《药学情报通讯》 就是针对这个目的办的
,

出版后深受

读者的欢迎
。

二
、

开设
“
药学情报管理

” 课程
,

药学院校可列为选修课或必修课
。

讲授如何搜集药学

情报及检索文献法
,

以求提高利用文献的能力和增快阅读的速度
,

为此亦要同时提高药师的

外语和汉语水平
。

目前开设此课的有沈阳药学院
、

上海第一医院药学系及第二军医大学药学

系等院校
。

三
、

各医院药局或药剂科建立药学情报室或情报资料室
,

配备一定的专职药师
,

除负责

日常谙询工作外
,

尚可定期编印
“
药讯

”
一类小报

。

此项工作在卫生部下达的 《医院药剂工

作条例》 中巳有明文规定
。

四
、

通过调 查研究和设计
,

拟编订一份
“
医院药局药学情报室工作细则及实施法

” ,

包

括人员
、

设备及工作程序
、

方法等内容
。

通过征求意见再进行修改定稿
,

供推广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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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各药学院校可招收药学情报专业研究生
,

培养专门人才
,

加强情报力尾
。

例如 卜海

医药工业研究院及第二军医大学药学系等均招收此专业的研究生
。

六
、

有条件的院校可为各省市医院药局或药剂科的药师开办
“
药学情报管理

” 训练班
,

时间暂定为 年
,

培养能掌握和运用情报手段和文献资料的情报药师
,

便于开展和推

广此工作
。

七
、

在北京或上海筹建
“
药学情报中心

” ,

与各省市及部队的院校
、

医院
、

研究单位等

情报室构成一个全国药学情报网络
,

运用先进的工具和方法为全国各医疗卫生单位服务
,

开

展药学
、

药物
、

毒物语询
、

情报反馈以及资料复制等工作
。

八
、

除现已出版的 《药学通报》
、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

《新药与临床》
、

《药学情

报通讯》等期刊外
,

在全国药学情报网建成后
,

最好再编辑出版一种少而精
、

快而新的信 息

性质的
“
药物情报快讯

”
刊物

,

迅速而及时地 向各医疗单位介绍国内外的新药
、

药物不良反

应和相互作用
,

报导国内外药物中毒和副作用等情报
,

便于医药护人员预先获得信息
,

仰能

及 早采取预防措施
。

总之药学情报工作必须新颖
、

快迅
、

系统
、

全面
,

既能充分为人数众多的医药人员所掌

握和利用
,

又要为广大病人的健康和利益着想
,

使药物疗法更臻于完善
。

尸奄

英国的新副作用情报体系一处方事件监督

北 口 正等 日本
,

武田 药品工业公司医药情报部

据最近英国有关医学的报纸
、

杂 志 报

道
,

年 月 由 在 南

安普敦大学创立的
“
药品监视 研 究 机 构

”

 ! ,

,

从  年正式进入试点性试 验
,

正在取得预期的成就
。

英国自从  !年发生心得宁事件以来
,

行政机关
、

学术界
、

生产企业对于改进市售

后的 药 品 监 视 工 作 一

分别做了大 量 的 探

讨
,

其直接结果是建立了处方事 件 监 督 体

系
,

开创了英国市售后药品监督的新时代
,

医药人员对此寄与极大的期望
。

本文对筹备处方事件监督的历史背景
、

内容以及现况
,

根据发表的资料和同

博士的通信予以说明
。

一
、

处方事件监督的背景 气

‘门

 年在英国发生了
“
反应 停

”
事 件

后
,

对医药品市售前后的安全性对策进行了

认真探讨
。

 年当局设立了药物安全委员

会
,

年该会负责人 创立了一种称

为黄色卡片体系的副作用 自发报告制度
,

以

此作为市售后药品监督的一种手段
,

而此黄

色卡片体系也曾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 用
。

例

如
,

经口避孕药雌激素就怀疑会引起血栓塞

栓症
,

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病因学调查
。

但在 年英国却发生了心得宁事件
。

人们将它归咎于市售后药品监督体 系 不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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