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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药历的开发及在合理用药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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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发普及型电子药历软件，促进合理用药。方法　以编程软件开发，通过实际病例操作观察其在合理用药中的
作用。结果　成功开发了符合要求的电子药历，在通用性、弥补临床药师知识面的不足、作为系统性研究平台、协助医师合理
用药、信息共享方面有较大优势。结论　作为一种能被广泛普及的电子药历，将促进已开展临床药学工作而信息化水平不高
的医院临床药学的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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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临床药学的发展以及全程化药学服务的实
施，药师深入临床，直接面对患者，并与医师共同探

讨合理用药方案，成为临床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其中，药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成为临床药师开展

药学服务的必备资料。药历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患

者在治疗中与药物有关的问题，给予合理用药建议，

并保留完整的记录备考［１］，是与病历并行的有关病

程的记录，反映了患者治疗过程中药物治疗全部信

息的文件。电子药历是利用计算机技术，为临床药

师搭建一个存储量大，数据处理方便，查询及输出快

捷的平台。具有录入准确、简洁、数据共享的特点，

为更进一步的药效分析总结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数据

库。

１　系统开发应用
１．１　开发背景

目前我国对药历的书写还没有一个规范、合理、

统一的要求，各家医院都有自己格式的药历，有些大

型综合性医院现采用电子药历如 ＨＩＳ药历［２］，许多

中小型医院往往受其限制而不能采用。另有基于

ＦｏｘＰｒｏ制作的电子药历［３］，解决了通用性问题，但

数据显示不直观，也未能实现药物使用情况与各种

检查数据间的关联性查询，智能化程度较低。而且

两者都存在信息量不足的问题。鉴于实际需求与现

有工具的脱节，当前临床药师迫切需要一种实用性

强、通用性广、能快速便捷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用

以提高工作效率及大面积地推广使用，使更多的临

床药师在合理用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１．２　系统环境
利用 Ｗｉｎ２０００／ＸＰ作为操作平台，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０（ｐｒｏ）作为数据库，利用 Ｄｅｌｐｈｉ７．０开发工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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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成。文字识别采用尚书七号ＯＣＲ。
１．３　系统设置
１．３．１　系统模块　分为四大模块。①出入院登记
模块：包括入院登记、出院登记。②病程记录模块：
包括病历登记、药品登记、检验登记、医技登记。③
查询模块：包括综合查询、图形分析、说明书查询、药

物信息查询、西医鉴别诊断。④维护模块：包括药品
库、代码、检验库、数据库维护。

１．３．２　数据导入　获取医院药品及检验基本表，通
过对部分字段进行修改后，分别导入本药历数据库

的相应表中，形成本单位电子药历系统。通过扫描

及ＯＣＲ技术将药物说明书、药物信息、西医鉴别诊
断等作为单独模块加入数据库。

１．４　药历应用
１．４．１　信息记录、保存 通过用户名、密码进入该系
统后，在出入院登记模块中的入院登记模块记录患

者病历号、姓名、性别、年龄、婚否、体重、家族史、过

敏史、药物不良反应史、嗜好、职业、既往用药情况、

入院日期、入院诊断等基本信息；出院登记模块记录

出院相关情况、药学监护情况及出院小结等信息；病

程记录模块中的病历登记模块记录药师每天查房情

况，如发现药品不良反应即在病程记录页面中打勾

并填写药物、不良反应名称等相应信息；药品登记模

块记录所有药品的使用情况，并将临床药师对治疗

方案的理解、对临床的建议等内容记录于下方备注

栏内；检验、医技登记模块记录异常的检验结果、医

技检查结果；对于出院患者，只需将病历首页、病程

录、药程录、检验记录、医技记录、出院录分别打印

后，装订即成为一份完整的药历记录。

１．４．２　信息查询　通过综合查询可同时查看病程
录、药历及检验情况，并加以比较；通过图形分析，可

以根据病历号直观查看患者药物剂量及检验结果变

化情况；回顾性分析模块只需输入需回顾的药品名，

即列出所有用过此药患者的病历号，然后根据病历

号查询相关信息以作回顾性分析。西医鉴别诊断查

询模块，可以根据疾病所属系统查询相对应的症状，

再根据症状对各种疾病进行鉴别诊断，包括各种症

状的概念、机制、病因、诊断方法、鉴别要点等。说明

书模块收录每种药物的扫描件，通过输入药物的拼

音代码即可查询该药的说明书，支持无极缩放及拖

动。药物信息查询模块通过输入药品名称可以查询

该药的适应症、药理、不良反应、用法用量、禁忌症、

相互作用、给药说明、注意事项、制剂与规格等情况，

也可以通过输入疾病名称查找有该适应症的药物，

并显示该药的信息，或通过输入药理作用、不良反应

等查找所需药品信息，随时对用药情况进行分析。

１．４．３　维护　对于新增的药品、检验项目、用户、代
码等在相应库中操作。

２　药历作用
２．１　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共享平台

通过计算机网络，在安装了本系统的计算机上

根据不同权限可以实现药历信息共享，使药物使用

情况能被多位临床药师监控，弥补了药学人员知识

结构上的不足，对于及时发现不合理用药情况起到

了积极作用。弥补了手写药历随意性大、格式不规

范、字迹不清晰、回顾检查不便等缺点。

２．２　提供了良好的回顾性研究平台
在查房过程中，发现１起疑似不良反应，通过对

该药的回顾性分析及药历中不良反应的检索，又发

现２起类似反应，经及时与医师沟通，引起了医师的
注意，提高了用药的安全性。通过筛查，在所记录的

１６６份药历中，发生院内不良反应１６起，并对相关
药物及时进行了汇总分析。在对用药经济性情况的

专项回顾性检查中，发现５例患者医药比例达８０％
以上，分析情况后向相关科室作出了反馈。

２．３　协助医师合理用药
在对在院患者进行检查性用药分析时，根据图

形分析，发现３例患者用药后病情控制不理想，及时
向临床医师反馈信息以改进治疗方案，得到了医师

的好评，起到了临床药师与医师共同探讨合理用药

方案的作用。

２．４　弥补了临床药师知识面的不足
说明书、药物信息、西医鉴别诊断模块作为临床

参考信息弥补了药学人员医学知识面的不足，大大

提高了本软件的实用性。

３　讨论
临床药学的核心是研究药物的合理应用，通过

药学监护使临床药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医疗

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第四章临床药学管理第十

六条明确规定需要建立患者药历，实施治疗药物监

测，收集药物安全性和疗效等信息，建立药学信息系

统等。药历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患者在治疗中与药

物有关的问题，给予合理用药建议，并保留完整的记

录备考［１］，反映了患者治疗过程中药物治疗全部信

息的文件。通过药历的追踪记录、系统分析，可以发

现药物的应用不合理现象，如药物相互作用、药物不

良反应及不同厂家同种药物因其生物利用度差异造

成对血药浓度的影响等，为群体药物动力学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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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临床数据，为药物利用与评价、药物疗效与不

良事件分析提供了综合记录，全面提升合理用药的

水平。本药历以ＳＯＡＰ模式作为基本框架，ＳＯＡＰ模
式是美国在药学博士教学中教授并延用至今的一种

较为规范并被普遍应用的一种药历书写格式［４］。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本软件对于及时发现不合

理用药情况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对药品的回顾性

分析，及时发现了部分药品存在不良反应高发的特

点，保证了用药安全；借助鉴别诊断、药物信息等内

容的查询拓展了药师的知识面。同时，在建立药历

的过程中，临床药学人员通过患者的药历了解不同

状态下的用药情况及疗效情况，了解掌握临床科室

的用药习惯及用药趋势等，为药物利用等前瞻性研

究提供必要的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药学人

员知识面的局限性，尚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在

数据维护方面，尚需进行维护，以适应医院用药结构

的变化；对于参与查房的人员来说，尚需先记录查房

情况，然后再录入电脑，增加了一部分工作量。

作为一种能被广泛普及的电子药历，本药历将

促进医院，特别是已开展临床药学工作而信息化水

平不高的医院临床药学的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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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例中药注射剂 ＡＤＲ的综合分析及安全用药对策

姜丽丽（浙江省中医院临床药学室，杭州３１０００６）

摘要：目的　了解本院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ＡＤＲ）发生情况并探讨其发生的可能因素和相应的对策。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
究方法，对浙江省中医院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收集的１３７例中药注射剂ＡＤＲ进行归纳分析。结果　中药注射剂致不良反应的临床
表现多种多样，以皮肤过敏、药物热最常见。皮肤过敏有６０例占４３．８０％，药物热有２８例占２０．４３％ 。涉及２４个品种，其中
双黄连、刺五加、痰热清３种注射剂诱发的不良反应为多，共４９例占３５．７７％。结论　中医院应提倡合理使用中药注射剂，加
强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预防、监测及警戒，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

关键词：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因素分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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