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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过程描述 

不良反应过程描述 

 3个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 

    采取措施干预不良反应的时间； 

    不良反应终结的时间。  

 

— 3个时间3个项目和2个尽可能 



 3个项目： 

      第一次药品不良反应出现时的相关症状、体

征和相关检查； 

      药品不良反应动态变化的相关症状、体征和

相关检查； 

      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后采取的干预措施结果。 

 



 2个尽可能：  

      不良反应/事件的表现填写时要尽可能明确、

具体 (例如“皮疹”，包括其类型、性质、部位、

面积) ； 

      与可疑不良反应/事件有关的辅助检查结果要

尽可能明确填写。 

要求：相对完整，以时间为线索，重点为不
良反应的症状、结果，目的是为关联性评价
提供充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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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流 程 

工作流程 



药品安
全性监
测药师
及时办
理OA

系统相
关报告 





12 









 











21 





 









27 

年
终
总
结
表
彰
培
训 



28 







目前加入省
临床安全用
药监测网医
院36家，报
告数量位居
全国前列 



32 

主持继教班情况 

 2013年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理论与实践研讨班 

 （项目编号： 2013-13-01-116 （国） ） ；  

 2012年临床合理用药监测与药物警戒研讨班  

 （项目编号：2012-13-01-054（国） ）； 

 2011年临床合理用药监测与药物警戒研讨班  

 （项目编号： 2011-13-01-049（国）  ）； 

 2009年加强药物警戒、促进合理用药 

 （项目编号： 2009-13-227 ）； 

 2008年加强药物警戒、促进合理用药 

 （项目编号： 2008-13-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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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相关科研课题情况 

 安徽医科大学2012年度校科学研究基金 

 （课题编号：2012xkj040 ） ；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课题编号：KJ2010B080 ） ；  

 安徽省2009年度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编号：09030503074）； 

 2008年省临床医学应用技术项目 

 （项目编号：2008B040）； 

 安徽省2007年度重点科研计划项目 

 （编号：07020303073）； 

 安徽省卫生厅资助课题 

 （课题编号：06B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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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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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任伟.万古霉素静脉滴注致中性粒细胞减少[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9,11(2):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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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安全与其他医院药学领域的问题不一样，既

有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更有很多文

化方面的问题需要面对； 

充分发挥文化在用药安全中的基础性作用 

对于我国目前医疗机构的现状和医务人员的认识

水平来说，倡导和建立先进的用药安全文化是更为

基础，更为急迫的任务； 



凝聚作用 

激励作用 

约束作用 

美化作用 

协调作用 

导向作用 
潜移默化的使医院员工接受共同价值观，把思想、
行为引导到实现医院目标上来。 

医院宗旨和经营理念是良好的激励标尺。 

产生对工作的责任感、自豪感和使命感，增强对
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医院的文化氛围能够以无形的、非正式的、非强
制性的方式，对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 

协调内部员工之间、部门之间的关系，完成工作
目标；协调医院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双赢”。 

优秀的医院文化，不仅能美化工作场所，还美化
工作本身，使员工的求知、求美、求乐、求新的
愿望得到满足。 

医
院
文
化
的
作
用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培训、教育，构建良好的

安全用药文化，进一步提高临床安全用药监测、报告、

防范意识。   

 将用药安全监测纳入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和医院管理体

系，作为相关科室综合目标考核的重要指标。 

 拓展药品安全性监测范围，重视超说明书用药、使用

患者自备药品、退药等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