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科普

MARKET��INFORMATION

2024-6-17����星期一 责任编辑 马素玲 制作 刘少娟 电话：0351-4181089

B3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个

性化医疗已成为现代医疗领域的

重要发展趋势。 在个性化医疗视

角下，西药治疗方案的制订与优化

不仅注重治疗效果，还强调对患者

个体差异的尊重与关注。 本文将

从个性化医疗的视角出发，探讨西

药治疗方案制订与优化的作用、实

施方法以及面临的挑战，以期为临

床医疗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个性化医疗概述

个性化医疗是根据患者的遗

传组成确定其对疾病的易感性及

对药物或治疗措施的可能性反应，

决定患者治疗方案的一种医疗模

式。 它旨在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更

安全、更经济的医疗服务。 在西药

治疗方面，个性化医疗通过考虑患

者的个体差异，制订和优化西药治

疗方案，以实现最佳的治疗效果。

2. 个性化医疗视角下西药

治疗方案制订与优化的作用

提高治疗效果：个性化医疗通

过深入分析患者的生物信息，为患

者制订更精确的治疗方案，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 例如，根据患者的基

因型选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可以

显著提高药物的疗效。

降低药物副作用：由于个性化

医疗的治疗方案是针对患者个体

制订的， 可以优化药物选择和剂

量，因此可以减少因药物副作用而

导致的健康问题，降低药物对患者

身体的潜在损害。

节省医疗资源： 通过个性化医

疗， 医生可以使患者避免不必要的

检查和治疗，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同时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3.个性化医疗视角下西药治

疗方案制订与优化的实施方法

患者评估：医生需要对患者进

行全面评估， 包括收集患者的病

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临床

资料，以及了解患者的基因、蛋白

质等生物信息。这些信息将为后续

的治疗方案制订提供重要的参考

依据。

药物选择：在患者评估的基础

上，医生需要根据疾病特点和用药

指南， 结合患者的病情、 年龄、性

别、 药物过敏史和合并症等因素，

选择适合患者的药物，个体化地制

订药物治疗方案。

剂量调整：根据患者的个体差

异， 医生需要调整药物的剂量，以

优化治疗方案。对于一些需要血药

浓度监测的药物，医生可以根据药

物浓度调整剂量，确保药物在患者

体内达到最佳的治疗浓度。

用药途径选择： 医生会根据药

物的性质和患者的实际情况， 选择

恰当的用药途径。 有些药物可以口

服，有些药物必须经静脉给药，还有

些药物可以通过皮肤、 鼻腔等途径

给药。 选择合适的用药途径可以提

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和治疗效果。

监测和评估：在药物治疗过程

中，医生需要及时监测患者的治疗

效果和不良反应，并根据监测结果

调整药物应用方案。通过定期的评

估和反馈，医生可以不断优化治疗

方案，以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4. 个性化医疗视角下西药治

疗方案制订与优化面临的挑战

技术挑战： 个性化医疗依赖于基

因组学、 蛋白质组学等复杂技术，这

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需要大量的时间

和资金投入。 同时， 这些技术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也需要不断提高。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大量的患

者生物信息需要妥善保存和处理，如

何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相关工作人员在数据

处理和分析过程中， 必须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和伦理规范。

医疗保险覆盖： 个性化医疗的治

疗方案往往较为昂贵， 如何让医疗保

险覆盖这部分费用， 使更多患者受

益，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政府和

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 推动医疗保

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5.结语

个性化医疗在精准诊断、 个体化

治疗、 提高患者满意度、 降低医疗成

本、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以及长期健康

效益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随着医学

科技的不断发展， 个性化医疗将在未

来医疗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个性化医疗视角下的西药治疗方案制

订与优化是现代医疗领域的重要内

容。 通过考虑患者的个体差异，制订和

优化西药治疗方案， 可以提高治疗效

果、降低药物副作用、节省医疗资源。

因此，政府、医疗机构、科研人员和社

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和协作， 推动个

性化医疗的发展和应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

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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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 消化

内科药物作为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的重要工具，其种类繁多，作用机

理各异。 从抗酸药物、胃黏膜保护

剂到促胃肠动力药， 每一种药物

都承载着独特的使命， 为患者的

健康保驾护航。 本文将深入浅出

地解析这些药物的内涵与功效，

带领大家走进消化内科药物的神

秘世界。 医护人员不仅要了解它

们的名称和用途， 更要深入探索

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以期在医疗

实践中能够更精准地选择和应用

这些药物， 为患者带来更加全面

和有效的治疗。

1.抗酸药物

抗酸药物是消化内科常用药

物之一， 主要用于治疗胃酸过多

引起的各种疾病，如胃溃疡、十二

指肠溃疡、反流性食管炎等。 常见

的抗酸药物包括质子泵抑制剂和

H2 受体拮抗剂。

1.1 质子泵抑制剂

质子泵抑制剂是一类能够抑

制胃酸分泌的药物， 通过抑制胃

壁细胞上的质子泵（H+-K+-ATP

酶），从而阻断胃酸分泌的最后步

骤。 这类药物作用强而持久，常用

的有奥美拉唑、兰索拉唑、雷贝拉

唑等。 质子泵抑制剂适用于各种

酸相关性疾病，如消化性溃疡、胃

食管反流病等。 一般需餐前半小

时服用，每日一次或两次，具体剂

量需遵医嘱。

1.2�H2 受体拮抗剂

H2 受体拮抗剂通过抑制胃壁

细胞上的 H2 受体而降低胃酸分

泌。 这类药物作用较质子泵抑制

剂稍弱， 但也能有效缓解胃酸过

多引起的症状。 常用的有雷尼替

丁、法莫替丁等。 H2 受体拮抗剂

适用于轻至中度酸相关性疾病的

治疗，一般需餐前或睡前服用，每

日一至两次。

2.胃黏膜保护剂

胃黏膜保护剂是一类能够保护胃黏膜免受胃

酸、胃蛋白酶等损伤的药物。 这类药物通过形成保护

性薄膜、 促进黏液分泌或增强黏膜屏障功能等方式

发挥作用。 常用的胃黏膜保护剂有铋剂、硫糖铝等。

胃黏膜保护剂适用于各种胃炎、 胃溃疡等胃黏膜损

伤性疾病的治疗。 一般建议餐前半小时服用，每日三

至四次。

3.促胃肠动力药

促胃肠动力药是一类能够增强胃肠收缩力、加

速胃排空的药物。 这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功能性消

化不良、胃轻瘫等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 常用的促胃

肠动力药有多潘立酮片、莫沙必利等。 这类药物一般

建议餐前 15—30 分钟服用，每日三次。

4.助消化药

助消化药主要用于改善消化功能， 缓解消化不

良症状。 这类药物包括各种消化酶制剂、益生菌等。

常用的助消化药有乳酸菌素片、大山楂丸等。 助消化

药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消化不良症状，如腹胀、嗳

气、食欲不振等。一般建议餐后服用，每日一至三次。

5.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在消化内科中主要用于治疗各种感染

性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急性胃肠炎等。 常用的

抗菌药物有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等。 抗菌药

物需根据病原体和感染部位等因素来选择， 一般需

联合使用多种药物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抗菌药物

的用法和剂量需严格遵医嘱执行， 以避免药物滥用

和不良反应的发生。

6.保肝药物

保肝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肝脏损

伤和肝病。 这类药物包括各种保肝降酶药、抗氧化剂

等。 常用的保肝药物有复方益肝灵片、水林佳等。 保

肝药物的选择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肝功能状况

进行确定，一般建议饭后服用，每日一至三次。

7.抗溃疡药物

抗溃疡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各种消化性溃疡疾

病，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 这类药物包括各种

抗酸药、胃黏膜保护剂以及抗幽门螺杆菌药物等。 抗

溃疡药物的组合和疗程需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溃

疡类型进行选择。 一般建议按医嘱规律服药，避免自

行停药或改变用药剂量。

总之，消化内科常用口服药物种类繁多，作用各

异。 在使用这些药物时，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选

择合适的药物和剂量。 同时，也需要了解这些药物的

作用机制和不良反应等信息， 以便在使用过程中能

够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 通过科学合理

地使用药物，可以更好地治疗消化系统疾病，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儿童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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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

角落， 那里充满了精密的仪器、专

业的技术人员和无数的试管与样

本———临床检验实验室。 作为疾病

的诊断、 治疗及预防的重要支撑，

临床检验在医学领域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

这个神秘实验室的面纱，探索临床

检验背后的故事。

1.临床检验的起源与发展

临床检验， 是指通过对人体血

液、体液、排泄物等样本进行生化、

免疫、 微生物、 血液学等方面的检

验，以辅助医生进行疾病诊断、治疗

及预防的医学技术。早在古代，人们

就开始通过观察尿液、 粪便等排泄

物的颜色和性状来判断疾病。然而，

真正意义上的临床检验始于 19 世

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精

密的仪器和先进的检验方法不断涌

现， 使临床检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

2.临床检验的基本流程

临床检验的基本流程包括样

本采集、预处理、检验分析、结果审

核与报告等步骤。 首先，由医护人

员采集患者的血液 、尿液 、粪便等

样本，并送至实验室。 在实验室中，

技术人员对样本进行预处理，如离

心、稀释、浓缩等，以便后续检验分

析。 其次，技术人员运用各种仪器

和试剂对样本进行生化、 免疫、微

生物、血液学等方面的检验。 在检

验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严格地遵

守操作规程，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 最后，经过审核，技术

人员将检验结果以报告形式呈现

出来，为医生提供诊断依据。 需要

注意的是，实验室需要制定应急预

案，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如火灾、样本泄漏等。 同时，实验室

还需要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实

验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

3.临床检验的关键技术

生化检验： 通过测定血液、尿

液等样本中各种生化指标 （如血

糖、血脂、肝功能等）的含量，了解

患者的代谢状况、器官功能等。 生

化检验在临床诊断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价值，如糖尿病、肝病、心血管

疾病等的诊断。

免疫检验： 利用抗原与抗体之

间的特异性结合反应，检测样本中

特定病原体的存在及其抗体水平。

免疫检验在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

性疾病、肿瘤标志物等方面的诊断

中具有重要作用。

微生物检验： 通过对样本进行

微生物的培养 、分离 、鉴定和药敏

试验等操作，了解患者感染的病原

体种类及其药物敏感性。 微生物检

验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

防中具有重要意义。

血液学检验： 通过对血液样本

的形态学、细胞学、免疫学等方面

的检验，可了解患者的血液系统状

况并诊断相关疾病。 血液学检验在

贫血 、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系统

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

4.临床检验的重要性

临床检验在医学领域中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首先，它能够为医生

提供准确的诊断依据， 帮助医生快

速判断患者的病情和病因， 为治疗

方案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持。其次，临

床检验还能够监测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病情变化， 为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提供依据。最后，临床检验还能预防

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通过检测病原

体和抗体水平等手段， 可及时发现

潜在的健康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预防

措施。

5.实验室里的小秘密

在临床检验实验室中， 隐藏着

许多鲜为人知的小秘密。首先，实验

室内的仪器和试剂需要经过严格的

筛选和校准， 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其次，技术人员需要

接受专业的培训和考核， 不断提高

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素质。最后，实验

室还需要遵循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和操作规程， 以确保检验过程的安

全和有效性。在实验室里，技术人员

每天都在默默地为患者的健康付出

努力， 他们深知每个检测样本都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结语

临床检验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疾病预防、诊断及治疗

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过揭开

临床检验背后的故事，我们能够更好

地了解这一神秘领域的工作原理和

价值所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相信临床检

验将会在医学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涿

鹿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