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不同科室药物相互作用处方的分布情况

Ταβ 3  × ∏ √ √

科室 处方数
不良相互作用

处方数

占同类处方

的比例

内科

外科

眼科

耳鼻喉科

急诊科

皮肤介入科

妇产科

口腔科

儿科

传染科

中医科

3  讨论

3 1  三联以上用药处方所占比例不高 ∀在 张处方的

普查中 单一 !二联和三联以上用药的处方所占比例基本持

平 在输液处方的调查中 联用 ! 和 种以上的品种数分

别居前三位 ∀据报道 ≈ 联合用药品种数与药物相互作用的

发生率理论值分别为 种 ! 种 ! 种

和 种 而我院三联以上用药处方所占

比例不高 为减少药物相互作用打下了基础 ∀

3 2  临床合理用药的宣传和教育尚需加强 ∀利用软件分

析 有 张处方存在不合理用药 占 合格率为

这个比例稍逊于宋兆立的结果 ≈ 和黄冬

梅的结果 ≈ ∀

在不合理处方中 解热镇痛类 !心血管类和抗生素列前

三位 这个结果与黄冬梅的调查结果 ≈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

用药处方占全部不合理用药处方 的结果 有差异 这说

明我院在合理用药的宣传和教育方面尚需加强 如英太青和

氯唑沙宗的联合应用成为习惯 根本没有意识到两药合用增

强了胃部刺激的毒性 有致溃疡的危险 ∀

3 3  临床医生的药学基础亟待加强 ∀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

普遍药理基础薄弱 !合理用药意识不强是发生不合理用药的

主要因素 ∀如庆大霉素与胃酶合剂 或乳酶生 !胃酶合剂与

吗丁啉 !庆大霉素与丁胺卡那霉素的联用是缺乏基本药理知

识的表现 ∀

有的不遵守药物联用的基本原则 如异烟肼与利福平联

用后对肝毒性的影响 是许多医生没有意识到的 ∀

3 4  药剂人员合理用药的意识需要提高 ∀加强处方分析

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已是医药工作者的共识 但药剂人员如何

把好最后关口 尤为重要 ∀除了临床方面的重视以外 很主

要的是药剂人员的素质 具有较高素质或具有一定水平药剂

人员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 ∀据报道 ≈ / 药通 0用药指南

应用后有助于提高用药质量 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 ∀建议在

条件允许的条件下 最好使用网络版的用药咨询系统 以提

高医院合理用药的总体水平 ∀

3 5  药剂人员要提高处方调配技巧 ∀通过调查 我们发现

药剂人员调配处方时要注意判断 对可能有相互作用的药物

可以通过更换同类其他药物 !间隔一定时间服用 !减量等办

法 以减少不合理用药的发生 ∀

这次处方调查的结果表明 我院门诊处方使用药品基本

合理 ∀但存在的不合理用药问题集中于某些科室或专业 临

床医师与药剂人员都需要加强药学基础知识的学习 提高调

剂技巧 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做好合理用药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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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的配伍稳定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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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考察注射用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在氯化钠注射液中的配伍稳定性 ∀方法  在室温条件下 ε 采用

紫外双波长分光光度法分别测定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配伍 内的含量 并比较配伍前 !后其外观 ! 值的变化 ∀

结果  配伍后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的含量 ! 值及外观均无明显变化 ∀结论  注射用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

钠可加入氯化钠注射液中的配伍应用 在室温条件下 应在 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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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的回收率实验结果 ν

Ταβ 1  ∏ √ ∏ ∏ ∏ ν

呋苄西林钠 甲硝唑磷酸二钠

加入量

Λ #

测得量

Λ #
回收率 ≥⁄

加入量

Λ #
测得量 回收率 ≥⁄

? ?

? ?

? ?

定其 值 同时测定其吸收度 ∀以 的含量为 计

算各时间的相对百分含量 ∀测定吸收度的同时做紫外光谱

扫描 观察其吸收峰位及峰形变化 ∀

3 3  结果

配伍液为浅黄色澄清 !透明液体 ∀在 内无颜色变化

无气泡及沉淀生成 紫外吸收峰位无位移及峰形无变化 ∀

值及含量变化 见表 ∀

表 2  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在配伍液中的 值及含量变化 ε ν

Ταβ 2  × ∏ ∏ ∏ ∏

∏ ε ν

时间 呋苄西林钠 甲硝唑磷酸二钠 外观 紫外图谱

浅黄 !澄清

浅黄 !澄清 无位移 !无变形

浅黄 !澄清 无位移 !无变形

浅黄 !澄清 无位移 !无变形

浅黄 !澄清 无位移 !无变形

浅黄 !澄清 无位移 !无变形

4 讨论

  在 ε 条件下 呋苄西林钠与甲硝唑磷酸二钠在

氯化钠注射液配伍后 内其外观 !紫外吸收峰形均无明显

变化 ∀含量和 值略有下降 但幅度均不大 说明两药可以

氯化钠注射液配伍使用 性质较稳定 ∀

参考文献

≈1 戴自英 实用抗菌药物学 第二版 ≈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

社

≈2 刘立民 周丽华 唐三保 等 呋脲苄西林钠与替硝唑葡萄糖注

射液配伍稳定性考察 ≈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3 李笑慧 熊建华 张丽娥 注射用呋布西林钠与 种常见输液

的配伍稳定性考察 ≈ 海峡药学 2

收稿日期 2 2

作者简介 徐卓云 女 药师   ×   ∞2 ¬

门诊高血压患者降糖药的应用分析

徐卓云 汪洋 王临润 冯胜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分析我院门诊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处方中降糖药的构成情况 了解其降糖药的使用情况 以提供临床用药信

息 ∀方法  通过网络系统对门诊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西药处方中降糖药的使用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从中了解降糖药的

应用 !联合用药情况及使用的合理性 ∀结果  使用口服降糖药的处方占 胰岛素类制剂的处方占 联合口服

降糖药和胰岛素类制剂的处方占 ∀口服降糖药以 Α2糖苷酶抑制剂 !磺酰脲类 !双胍类为主 ∀胰岛素类以精蛋白生物合

成人胰岛素 为主 ∀结论  我院降糖药的使用基本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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