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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临床药物治疗学病例分析》旨在通过病例分析，帮助医疗卫生专业学生提高鉴别和解决药物治疗问
题的技能。
通过病例分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信心，提高学生独立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沟通
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同时，病例分析也可作为病理生理学、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治疗学等各学科个体案例讨论的重点
内容。
通过对生物医学和药物治疗学的整合，病例分析可以帮助学生在进行实践准备时认识基础科学的关联
性和重要性。
本书是美国第6版教材《临床药物治疗学》的补充教材。
本书包含148个独立病例，与第一版相比多33个；按照人体的器官系统进行编排，并与《临床药物治疗
学》相对应。
在参阅本书中病人病情诊断前，学生应该阅读相关的教科书，从而对每种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和药物
治疗学有全面的了解。
针对具体病例建立和实施药学监护方案，可以增强学生在以后的专业实践工作中所必需的技能和自信
心。
病例分析中解决患者呈现问题所需的知识和经验是不同的，某些病例仅涉及到单一疾病，另一些则涉
及到多种疾病以及药物相关的问题。
作为教材指南，本书中的病例按照复杂程度分为3个级别，此分类方法将在第1章中详细叙述。
第6版含有5章概述：第1章介绍了病例分析的格式及学生和教师最大限度利用本书的方法。
每一个病例都遵循一定的系统处理方法。
所涉及的步骤包括：(1)鉴别存在的或潜在的药物治疗问题(2)确定预期的治疗效果(3)确定治疗方案(4)
最佳个体药物治疗方案的制定(5)鉴别结果评价的参数(6)对患者进行宣教(7)药物治疗方案的沟通与实
施第2章介绍了有效学习策略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实施方法。
本章描述了如何利用这些实施方法提高学习能力，还为教师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有效学习策略，并
为学生在有效的学习环境中如何充分利用学习机会提出了宝贵建议。
第3章介绍了由美国印第安纳卫生事务署提出的一种有效的患者咨询方法。
这些方法可以作为患者询问方法应用到相关患者个案中。
第4章描述了患者监护过程，并给出了建立监护方案所必需的步骤，这些监护方案有助于患者药物相
关性需求的满足。
在本节的结尾给出了一张空白的监护计划表格作为范例，在完成病例研究的过程中，应鼓励学生尽量
运用此表（或类似的表格）。
第5章描述了记录临床干预的两种方法，以及与其他医疗保健人员沟通的方法。
包括传统的SOAP记录法和更专业的FARM记录法。
学习为患者制作SOAP或FARM记录，会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课上针对病例的讨论应该集中于解决患者问题的过程和找出实际问题的答案。
知识更新的速度之快，会导致今天学到的知识明天可能就已经是过时或错误的了。
只有那些能够识别患者问题，并用合理治疗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医疗工作者才能够跟上人体知识更新
的步伐，这对提高患者生活的质量意义深远。
我们十分感谢各界对本书的广泛认同，尤其是本书被许多药学和护理专业学校广泛采用。
本书还受到福利院工作人员和欲提高药学服务技巧的药师等人员的欢迎。
我们希望新的版本将协助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满足患者对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的社会需求方面发挥更大
的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药物治疗学病例分析>>

内容概要

该书与《临床药物治疗学》相对应，收录了148例独立病例，并按照人体器官系统分类，覆盖了医药学
各学科领域，不仅包括了医药学的最新信息，而且知识融会贯通。
书中依据病例病情的复杂程度分三个等级，引导读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收集更多的信息，得出更
优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重点突出了如何有效地对患者进行宣教，如何建立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
。
本书旨在通过病例分析对所列疾病的病理生理状态和药物治疗学有全面的了解，培养医药学学生及临
床药师独立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医、药、护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提高临床药学服务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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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病例分析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自学、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无论是在专业课上还是在自学中，病例分析的重点都是学习药物治疗问题的分析、解决方法，而不仅
仅是简单地找到问题答案。
通过对病例问题的解答，学生的确可以学到知识，但通过自学和小组讨论通常会有更大的收获。
学生可以通过处理相似的病例来巩固相关知识。
传统医药卫生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依赖于学科内容的讲述和机械的背诵，而不是在高层次技能方面的
提高。
医疗学科中的病例研究包括：患者的病史以及需要解决的单个或多个健康问题。
学生的任务是：通过获知病例的具体情况、分析已有数据、收集更多信息、提出假设、考虑可行的方
法、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以及考虑该方案的疗效。
老师的角色是给予学生指导和引导，而不仅仅足“ 答案” 的来源。
老师不必持有唯一正确答案或是在相关领域讨论中担当专家的角色。
事实上，在许多病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不止一个。
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病例的讨论中，并在讨论中相互学习。
本书中的病例可以作为学生课下自学的重点，也可以作为课上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的重点。
如要开展重要的学习讨论会，学生必须在讨论之前通过自学，准备参与讨论会的病例材料、提出合理
的方案、给出药物治疗的依据。
这本书中的病例与第6版《临床药物治疗学》的内容相对应。
为此，可以推荐学生对应课本中的相关章节的详尽内容进行准备。
书中的大部分病例是全科药学实习者遇到的常见疾病，而不是所有有关药物疗法的病例都可以在本书
中找到。
其他的一级和三级参考书也应可以作为本书的补充读物来查阅。
另一方面，某些章节讨论的复杂病例，本书中也有与之多个对应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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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药物治疗学病例分析(第6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药物治疗学病例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