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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投药方法可姑且另论
。

就并用来讲要注

意录复的地方
,

也要注意对象
。

四 关于加味方 为了扩大限定的浸

膏的适用范围
,

应 当适 当研究生药粉末的加

药药方
。

现在作为加味药频繁使用有大黄
、

炮

附子
、

昔苗仁
、

红参末等
,

其它还有相当数

目的生药粉末可以运用
。

山田先生直接传授

的桂枝汤加黄茂
、

荆芥
、

连翅的处方
,

是特

异反应性皮肤炎的常用药方
。

五 结语 关于根据健康保险进行

的中医方剂治疗
,

总结五年的经验
,

并谈了

新产品转换之际的精神准备和所得感受
。

因

为新制品有时伴随着药价的改订
,

就依靠浸

膏剂进行中医方剂专门的诊疗所来说
,

对其

经营不能不感到忧虑
。

〔《汉方的临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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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药剂 材 科科学管理的探讨

南京军区总医院药材料 赵仲伸

医院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

一方面要有

优良的医学科学技术
,

另方面还必须有正确

的组织领
一

导与管理
。

在现代各项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
、

各学科相互渗透
、

相互交叉的情况

下
,

医院已经成为综合医学及有关各科的一

个有机整体
。

药剂 材 科是供应和管理医

疗药品
、

器材的单位 科室
。

它既负责医

疗药 品
、

器材的采购供应
,

又负责医疗经费

的开支
、

使用管理工作
。

因此药剂 材 科

必须树立面向临床
、

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

思想
,

并且有科学管理方法和业务技术能力

才能顺利完成
。

现就我院药材科的任务
、

组

织机构及科学管理方面的一些探索情况介绍

于后
。

一
、

药材科的任务

一 根据医院收治任务
,

进行药品
、

器材的预算请领
、

采购和配发工作
。

二 根据临床需要
,

配制各种中
、

西

药制剂
,

保证药品质量合格
。

三 经常深入各科室
,

检查 了 解 药

品
、

器材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

发现问题时提

出改进意见
。

四 严格执行毒
、

限剧药管理规贝方

经常检查监督门诊
、

病区的毒
、

限剧药的使

用情况
。

五 根据医院医
、

教
、

研任务需要
,

贮备一定数量的药材
,

做到妥善保管
,

定期

检 查
,

防止积压
、

浪费
、

变质
、

失效等
。

六 建立完整的各种帐 目
,

做 好 登

记
,

统计工作
。

七 掌握卫生经费
,

做好医疗收费的

合理开支
。

二
、

我院药材科组织机构

我院药材科现有 人
,

其中药工 干 部

人
,

具有高级职称 人
,

中级职称 人
,

初级职称 人
。

另有主管技师 人
,

主管护

师 人
,

技师 人
,

出纳会计 人
,

职工

人
,

临时工 人
。

他们分别在药材科各个岗

位上履行职责
,

具体分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

下属 个小单位
,

详见下表
。

三
、

药剂 材 科如何实施科学管理

一 明确药事管理委 员会的职责 为

了协调全院计划用药和科学管理
,

我院成立

了由院长
、

药剂 材 科主任和各临床科室主

任组成药事管理委员会
,

其任务是组织全院

医务干部认真贯彻执行药政管理法令
、

条例
、

规章制度
。

负责审定
,

监督全院用药计划
,

及

时研究解决本院医疗用药的重大问题
。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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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临床合理用药
,

提高药物疗效
,

减少不

良反应
,

严防浪费
,

保证临床用药效果及安

全
。

二 开展临床 药学 我院自 年以

来
,

在大内科 含妇 产
、

小 儿
、

五 官
、

皮

肤 楼成立中心药房
,

采取摆药室形式
,

开

展临床药学
,

由一名业务水平和临床知识较

高的药师负责此项工作
,

除完成 日 常 工 作

外
,

经常深入病区
,

直接参加查房
、

病例讨

论
,

充当药物使用参谋
,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
,

与临床医师一起探讨和研究合理用

药
,

提醒医师在治疗病人中注意药物相互作

用
,

以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
,

不断提高医

疗质量
。

临床药师还运用微机在病区搞用药

调查和处方病历分析
,

收集临床药物不良反

应和不合理用药事例在
“
信息

”
小 报 上 报

道
,

以引起临床注意
,

同时还积极开展临床

用药咨询
,

向临床医师提供新药及新疗法信

息
。

药剂 材 科开展上述活动
,

深受临床

欢迎
。

三 把好调剂
、

制剂质 量 关 药 剂

材 科的调
、

制剂工作十分重要
,

它的工

作质量直接关系到病人的身休健康
,

所以要

进行全面质量控制
,

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

质量检验制度办事
。

凡训
、

制剂所 需 的 原

料
、

辅料必须符合质量标准
。

不合格原米日之

得使用
。

调 剂要平格执行处方制度
,

认真审

查处方
,

称量要准确 调配处方必须坚持三

查七对
,

保证用药安全 对违反规定
、

乱开

处方
、

溢用药品等情况
,

药剂 材 科有权

拒绝调配
,

情节严重者
,

应报告院领导检查

处理
。

坚持医院制剂工作与临床紧密结合
,

·

根据医疗需要研究试制新制剂
,

满足临床需

要
。

在配制大输液时
一

要严格复核
,

配制
、

药

检
、

动物实验等流程中要严格岗位责任制
。

四 利用微机进行药库管理 药库是

药剂 材 科重要组 ,戈部分之一
,

是保证全

院药品供应的基地
,

它直接关系到医疗质量

的提高和危重病人的抢救
,

实施科室管理尤

为重要
。

近几年来为提高药库管理水平
、

实

现医院药品管理现代化
,

我们成功地开发了

“医院药库微机管理系统
” ,

利用本系统在

一 微机上运行
,

使用汉字关系型

数据库语言 编 制程序
。

冷系 统 采

用模块化软件方法
,

按功能划分模块
,

确定

了主控程序后
,

自顶向下分解
,

公共部分抽

出
,

最后划分出六十二个大小不同 的 程 序

块
,

其总体为模型结构
。

医 院药序微机管理 系统的功能 能迅

速准确录入药品出
、

入库等数据并进行相应

的处理 有效期控制
、

积压预测和缺药通

报等初级信息决策功能
,

可避免浪费
,

防正
积压

,

减少库存
,

增加流动资金 拟定采

购计划 核算药品经费
,

本系统能迅速
、

准确算出药品经费收
、

支
、

利
、

存及时向叫

级部门呈报各种统计报表
。

查询 药 品 信

息
,

便于掌握药品使用和管理动态
。

具有

修改功能
,

确保数据完整
、

准确
。

更新数

据
,

年终系统将自动更新数据
,

承转上年药

品结存数
,

新年工作开始
。

本系统投入使用后
,

取得 了可喜成效
,

不仅提高工作效率
、

减轻劳动强度
,

而且加

快药品信息反馈速度
,

促进管理工 作 的 改

进
,

并获得了一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五 重视科学研究 药剂 材 科科

一
毒加爪目产一

一
一州石应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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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工作的开展
,

必须紧密结合临床
,

进行有

关药剂的性质
、

新剂型
、

新工艺
,

药物的吸

收
、

分布
、

代谢
、

排泄 进行新品 种 的 化

学
、

药理
、

生物检测标准
,

临床有效中药制

剂
、

中草药制剂稳定性以及药品质量
、

配伍

禁忌等的研究
。

目前我院开展以下几项探索

性研究 碳酸氢盐血透液的配制
,

应用

于人工肾进行透析
,

业 已投入批量生产
,

供

临床使用
,

同时生产腹膜透析液 醋酸盐
、

孚酸盐 亦大量用放临床
。

眼 用 甲

基纤维素溶液制各成功
,

用于眼科 角 模 移

值
、

人工晶体植入术等
,

具有国内 先 进 水

平
。

氟尿喀咤凝胶临床主要应用于治疗皮

肤癌及癌前期皮肤病人及某些病毒性皮肤病

和银屑病
。

中草药雷公藤有效成份提取药

理及质量标准的研究
。

复胆片研究 已数

年
,

大量用于临床有显效
,

目前正做质量控

制研究
。

药剂 材 科开展科研虽受设备条件
、

人

力
、

物力
、

财力和时间的限制
,

但应因地制

宜
,

适当开展科研工作
。

六 积极开展药学情报工作 药学情

报工作是医药情报学的一门重要分科
,

是一

门多学科
、

多专业的复合新兴学科
,

它是临

床药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

在医院中建立药学

情报室
,

对促进临床合理用药和提高医疗质

量具有特殊作用
。

我科自 年成立了药学

情报室
,

分工一 名副主任药师负责 此 项 工

作
,

定期出刊 ,’右床药物信息
” ,

其 内容

处方的病历用药分析 不合理用

药具体事例分析 药物不 良及毒副反应

报告 药物相互作用 万 临床用药经

验 新药新剂型介绍 老药新用

疑难病症新的药疗方法 牙 药物 科 研 等

等
。

每期出版后分发到临床各科室
,

并与各

兄弟单位交流
,

相互学习
。

另情报室还负责安

排全科人 员业务学习和参加市内学术活动

今年以 来还聘请了专家教授来科做了 局

部麻醉药作用机理 胰岛素受体
、

抗体
、

抗性之间关系
,

肿瘤化疗等专题学术讲

座三次
。

另外坚持每周一次小讲课
,

药师 以

上轮流主讲
。

近年药剂 材 科工作人员共撰写论文

似篇
、

译文 篇
,

各种期刊录用 篇
。

另医

院药库微机管理软件系统及 眼用 甲基纤

维素溶液制备
,

获  !年军队级医药科学技

术进步三等奖
。

上述活动大大的提高了药工

人员科研
、

业务水平和积极性
。

调 剂 室 封 闭 式 药 品 管 理

放 三
·

第 。医院 史玉芬 叶风 山 苏景福

调剂室是医院药剂科面向临床和患者的

用药窗口
,

大批药品是从这里发到 病 人 之

手
。

因此调剂室的科学管理水平和 工 作 好

坏
,

不但影响 医疗质量和经济效益
,

而且也

直接影响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

我 院调剂室约保存 多种 药 品
,

由

多名专业人员担任正常和非正常时间内的处

方配发任务
。

过去调剂室 住院部 除固定

两名药师外
,

其它人轮流参加调 剂室值班
。

药品保管除毒麻剧药
“
三专一锁

”
外

,

其它

药品
“开放

” ,

并实行季终盘点
、

后有加收

入减现存为消耗的管理形式
。

这种开放式管

理的
、

弊病是 调剂室形式上有专人

管理
,

但实质全科专业人员都参加值班
,

势

必 导致大家都管
,

又都不管
,

使责 任 心 下

降
。

药品流失
、

增大耗损
,

影响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