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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药局管理
·

谈谈医院的药学建设

总后卫生部药材局 北京 杨永岐

随着药学事业的迅速发展
,

医院药学建

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加快与推进医

院药学建设
,

是摆在我们药学工作者面前 的

迫切任务
。

本文从医院药学的基本特征
,

医院

药学的基本任务和医院药学机构建设等方面

谈谈看法
。

医院药学的墓本特征

药学是 医院专业技术的组成部分
,

是 医

疗救护工作不可缺少的
。

但从医院药学所从

事的工作看
,

又有自己特征
。

分析起来
,

有
“

一

个共性
,

三个特点
” 。

一个共性 就是它具有与医学等

学科一样很强的专业性
。

医院药学专业承担

着建设与发展的责任
,

一方面药学作为一个

独立的学科要为临床提供专业技术和用药信

息等一系列服务
,

推动合理用药工作 另一方

面又要紧密结合医院的实际开展药学技术研

究和药物科研工作
。

从上述情况看
,

药学是医

院专业工作的一部分
,

有很强的专业性
,

不能

把其当成单纯供应保障单位
。

三个特点 从医院药学所担负任

务的另一方面看
,

她又具有三个特点 其 一
,

药品供应
。

进行药品筹措和供应是医院药学

基本职能之一
,

是为医院医疗救护提供物 质

基础的保障工作
,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

搞好
。

其二
,

药品配制
。

根据临床需要
,

配制

市场供应不足和市场没有而临床又必需的药

品及制剂
,

也是医院药学一项重要工作
。

其

三
,

药品管理
。

按照药政法规
,

对医院药品实

施管理
,

是医院药学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防止假劣药品进入医院的职能之一
医院药学的基本任务

通过对医院药学基本特征的分析
,

不难

看出
,

医院药学所承担的基本任务

抓好扳术建设
,

提高专业水平 医

院药学技术建设近几年虽然取 得了很大成

绩
,

但与所承担的任务还不相适应
,

特别是与

临床医学还有一定差距
。

因此
,

应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

加强人才培养
。

一要加强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

努 力使药学人员在学历

上提高一个台阶 二要千方百计地培养高水

平的学科带头人
,

有了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

就能带动整个科室
,

出高水平的成果
。

加强科研工作
。

科研成果是一个

单位专业技术能力的体现
。

哪个医院药学科

研成果多
,

这个医院的药学技术水平也高
。

医

院药学科研应紧密结合临床进行
,

一方面研

究解决临床用药问题
,

为医院合理用药提供

有价值的成果 另一方面要结合医院的制剂
,

进行新药物
、

新剂型等研究
‘

重视综合专业崖设
。

随着现代科

技的发展
,

只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已难以完成

复杂的和跨学科工作
。

比如
,

临床药学工作不

但应具备较高的药学知识
,

更需要有较好的

临床医学知识 运用高级精密仪器
,

需要具备

电子技术知识
。

因此
,

应有一些综合学科人员

从事药学工作
。

搞好 药品供应
,

保降临未用 药 医

院药品供应搞得好坏直接影响着临床用药
。

在 目前情况下
,

搞好药品供应
,

需要抓好以下

几点

制定医院基本用药目录
。

这既是

医院药剂管理办法提出的要求
,

也是 医院实

施药品供应的基本依据
。

因此
,

每个医院都应

根据其规模大小
、

用药 习惯以及药 品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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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

制定基本用药 目录
。

确定药品库存定额
。

应根据药 品

的消耗情况
,

运用有关药品库存分析方法
,

对

药品的库存定出合理的定额
。

目的是保证供

应
,

防止积压
,

加快周转
。

选择合适供应渠道
。

在医药市场

比较混乱的情况下
,

应选择国有或有可靠信

誉的药品供应单位
,

强化主渠道供应
。

同时
,

应对采购的药品进行严格的验收和检验
,

以

防止假劣药 品流入医院
。

搞好制剂配制
。

制剂配制在医院

特别是在军队医院中占有重要位置
,

因为军

队医院是在经费供应标准相当低的情况下完

成军队病人收治的
,

自己配制制剂能保证基

本用药
。

开展临床药学
,

促进合理 用药 临

床药学是保证合理用药和提高用药质量的重

要工作
,

应当提到重要的位置
。

以药学信息为先导
,

向临床提供

合理用药咨询
。

医院药剂科应有药学情报资

料室
,

负责药学信息情报的收集与整理
,

并运

用各种方式及时提供给临床医护人员
。

同时
,

还要针对临床用药存在的问题
,

向医护人员

和患者宣传 合理用药知识
,

提高合理用药 水

平
。

以血药浓度监测为龙头
,

提出个

体化给药方案
。

在大中医院和有条件的医院
,

应 积极 开 展 治 疗 药物 血 药 浓 度 的监 测
,

并 不断扩大监测品种
,

提高监测速

度与准确性
,

为临床用药从理论和实践上提

供科学依据
。

以 药 品 不 良反 应 监 察 报告

为制度
,

对 治疗药品的毒副作用等不

良反应进行监察
,

发现问题及时准确地做出

报告
,

并要建立网络
,

形成制度
。

这是提高合

理用药
,

降低药源性疾病的重要一环
。

贯物药政法规
,

搞好药品监甘管理

医院是用 药的基层单位
,

贯彻落实好药政

法规更具有特殊意义
。

当前
,

应注意抓好以下

几点

《药学情报通讯 》  年第 卷第 期

药品的归 口管理
。

药品的采购
、

供应要 归口到医院药剂科管理
,

其他科室不

得从事药品的采购供应
。

对这一点
,

各医院必

须要有统一的认识
。

制剂配制的管理
。

医院中在不符

合要求的地点配制不经批准的制剂尤其是生

物制剂的问题不少
,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

必须

加以纠正
。

 ! 临床试验药品的管理
。

目前一
些医院的临床科室

,

不经批准就直接接收科

研单位和生产厂家的新药
,

进行临床试验
,

这

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

医院药学机构建设

目前
,

绝大多数医院的药学组织机构是

与临床和医技科室相平行的药剂科
。

随着医

院药学的发展
,

药剂科 已难以完成药学 日益

繁重的任务
,

应设立与其任务相适应的机构
,

在大中医院特别是军区总医院一级的医院设

立药学部
,

并在药学部之下设立调剂
、

制剂
、

临床药理
、

药检等科室
。

医院设立药学部有以

下好处

有利 于提 高药学的地位 从学科

分类上讲
,

医学和药学为同一级学科
。

但医学

和药学在科室设置上是不平等的
,

医学设置

的科室很多
,

大医院达到了几十个
,

而药学多

数仅设一个药剂科
。

医院设立药学部
,

下面再

设立一些药学科室
,

就会提高药学在医院 中

的地位
。

 有利 于 药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

一样
,

随着药学的发展
,

医院药学的分工也越

来越细
,

药理
、

调剂
、

制剂
、

药检等专业都相对

固定
。

医院设立药学部后
,

药学可按各个专业

分设科室
,

各科按自己的专业分工进行深入

研究
,

有利于医院药学的发展
。

有利于药品监含管理 虽然药剂

科 负有药 品监督管理的职能
,

但在 实施药品

监督工作中遇到很多 困难
,

其中原因之一是

他与医院的其他科室相平行
。

有了药学部
,

这

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

因为药学部是机关
,

他负

责医院的药品监督管理
,

名正言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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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院内感染和抗菌药物利用流行病学调查

解放军总医院药材处 北京 张志萍 陈孟莉 王客 陈迁 李勇 赵志坚

摘要 本文应用我院设计的《抗菌药物利用流行病学调查软件包 》统计了我院 例住院病例院内感

染和抗菌药物利用情况 结果表明院内感染发生率为 环
,

以呼吸系统感染为主 留置导尿
、

免疫抑制剂应

用
、

致死性原发病
、

化疗
、

放疗等均为院内感染危险因素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应用率为 肠
,

用药情况基本

合理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 不合理用药现象占 以青诱素类应用比例最大
,

其次为头抱菌素
,

此外
,

氨基糖贰类
、

大环内醋类和氛哇诺酮类应用比例也较大
。

关键词 院内感染 杭菌药物 流行病学

目前国外关于药物利 用  
一

物治疗水平的提高
。

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
。

药物利用  是 材料与方法

研究药物在社会中的市场
、

销售
、

处方
、

及使 一
、

病例选择

用情况
,

着重调查其产生的医疗
、

社会和经济 本资料来源于解放军总 医院 年

后果
,

目的是促使用药合理化
。

抗菌药物是医 月 日至 月 日出院病例
,

共计 例
,

院内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

但滥用现象普
·

其 中男 例
,

女 例
,

平均年龄 土

遍存在
,

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

本文 岁
。

通过 例住院病人抗菌药物利 用流行病学 二
、

调查项 目

调查
,

了解抗菌药物应用信息
,

再评价抗菌药 一 患者一般情况 住院号
、

病室
、

姓名
、

物利用的合理性
,

纠正不良用药倾向
,

促进药 性别
、

年龄
、

体重
、

出入院日期
,

详见表

表 患者一般情况

科别 患者人数 男 名 女 名 平均年龄 平均体重 平均住院天数

内科  士  士 士
·

外科
·

士 士
·

土
·

儿科 士
、 、

土
、

土
·

妇科 士  土 士
·

南楼  ! 士 士 士
·

总计  士 士 士
·

二 诊断及其感染情况 出院诊断
、

院内

外感染及 九项危险因素 包括住院 日期

周
、

年龄 岁
、

致死性原发病
、

免疫抑制剂

应用
、

化疗放疗
、

手术外伤
、

留置导尿
、

肾上腺

皮质激素的应用

三 用药情况 种类
、

药 名
、

剂型
、

规格
、

剂量
、

给药途径
、

用药目的
、

疗效
、

不良反应
、

合并用药合理性
、

合理性评价
。

三
、

统计方法

采用解放军总医院与中国科技大学研究

生院联合设计的《抗菌药物利用流行病学调

查软件包》进行录入
、

统计和分析
。

分别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