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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由吉林省发往我国南方各省
。

实践证

明
,

我们在
、

 两年冬季用普通车皮

向外发运
,

均末发现冻裂损失
,

节约运费
,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

本实验对生产厂家也提供了经验

炼蜜时必须控制水份含量
,

务使水份

不超讨 。一肠
。

人参提取物应注意

浓度
,

避免用稀溶液带入较多水份
,

预防冰

点升高
。

健 康 保 险 的 中 医 方 剂 治 疗

向后健 日本汉方医学研究所附属涩谷诊疗所

孙国才译 王保义校 张紫洞 审

日本汉方医学研究所附属涩谷诊疗所在

年 月开始根据健康保险进行中医方剂

专门诊疗
,

以后经过五年多时间
,

现在患者

数平均每天已超过 名
。

其 间在采用 浸 膏

进行治疗方面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就经营而

论可说是稳步前进
,

现在却遇到浸膏剂新产

品的改换
,

迫使对种种观点不得不 重 新 研

讨
,

因此趁机 常
,

结五年来的经验
,

以为今后

的 参考
。

一 关于 药用量 诊疗所开始时
,

对

于初诊先从井木量 颗粒制品除外
,

一 日量

为 克
,

分两次配给 开始
,

根据治疗过程

增加药量
,

逐渐增加为 。克
、

克
,

少数

病例可配给 克
、

克
,

开始见到 了 显

著的效果并取得 了经验
。

此外
,

院外处方改

换成煎剂
。

也有收到预期效果的例子
。

这种增量配给药
,

经常要考虑到保险审

查的核减
,

的确费尽苦心
,

这次由于新产品

的浸膏成分的增量
,

问题大致得到解决
。

实

是可喜
。

然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反省至今还过于依

赖 旧浸膏的温和之点
,

在决定病症之际
,

特

别是论证虚实有安全简易之感
。

深感有此机

会重新学习和研讨中医治疗原理是 很 必 耍

的
。

二 关于 复方 在现行的浸膏中有以

柴朴汤为首而配成多种复方制剂
,

为了更好

地发挥浸膏的有限效果
,

于是就经常加以复

方
。

现在灵活用着十几种复方
,

内容既沿用

原有药方的用意
,

复方时又参考诸前辈的治

疗验例
,

可说是占有大部分疗效
。

属于前者的有联珠饮的四物汤和等桂术

甘汤的复方 按柴芍六君子汤的方意则有四

逆散和六君 子汤的复方 , 按中建中汤的大健

中汤和桂枝加芍药汤的复方等
。

作为后者
,

常常使用小柴胡汤合麻杏甘石汤治疗支气管

喘息
,

肝炎用小柴胡汤合茵赚五等散治疗肝

炎
。

搪尿病用大柴胡合 味丸治疗
,

真武汤合

人参汤治疗慢性肠炎
,

或者用小柴胡汤合香

苏散治疗感 冒时的耳聋
。

对于复方有必要就这次新产品进行重新

研讨
。

特别是在重复使用甘草
、

麻黄时应当

特别注意
。

山田光撤先生就呼吁注意使用甘

草不超过 克 克
、

麻黄不 超 过

克
,

无论如何新产品在进行复方时 应考

虑从每次 克开始最好
。

三 关于并用 因为患慢性疾病的时

候
,

特另是寄希望于中医治疗而来所里的患

者
,

大都有很多的主诉病情
,

所以常常感到

并用治疗是必须的
。

在门诊情况煎剂投药又

要求并用时
,

很多例采用交替隔日投药的方

法
,

而在使用浸膏的时候
,

则分饭前
、

饭后

给药的例子较多
。

再者煎剂的一剂可以 自由

加减
,
比较灵活

,

而浸膏剂的一剂则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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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投药方法可姑且另论
。

就并用来讲要注

意录复的地方
,

也要注意对象
。

四 关于加味方 为了扩大限定的浸

膏的适用范围
,

应 当适 当研究生药粉末的加

药药方
。

现在作为加味药频繁使用有大黄
、

炮

附子
、

昔苗仁
、

红参末等
,

其它还有相当数

目的生药粉末可以运用
。

山田先生直接传授

的桂枝汤加黄茂
、

荆芥
、

连翅的处方
,

是特

异反应性皮肤炎的常用药方
。

五 结语 关于根据健康保险进行

的中医方剂治疗
,

总结五年的经验
,

并谈了

新产品转换之际的精神准备和所得感受
。

因

为新制品有时伴随着药价的改订
,

就依靠浸

膏剂进行中医方剂专门的诊疗所来说
,

对其

经营不能不感到忧虑
。

〔《汉方的临床 》
,

 
,

日

文 〕

医院药剂 材 科科学管理的探讨

南京军区总医院药材料 赵仲伸

医院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

一方面要有

优良的医学科学技术
,

另方面还必须有正确

的组织领
一

导与管理
。

在现代各项科学技术迅

速发展
、

各学科相互渗透
、

相互交叉的情况

下
,

医院已经成为综合医学及有关各科的一

个有机整体
。

药剂 材 科是供应和管理医

疗药品
、

器材的单位 科室
。

它既负责医

疗药 品
、

器材的采购供应
,

又负责医疗经费

的开支
、

使用管理工作
。

因此药剂 材 科

必须树立面向临床
、

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的

思想
,

并且有科学管理方法和业务技术能力

才能顺利完成
。

现就我院药材科的任务
、

组

织机构及科学管理方面的一些探索情况介绍

于后
。

一
、

药材科的任务

一 根据医院收治任务
,

进行药品
、

器材的预算请领
、

采购和配发工作
。

二 根据临床需要
,

配制各种中
、

西

药制剂
,

保证药品质量合格
。

三 经常深入各科室
,

检查 了 解 药

品
、

器材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

发现问题时提

出改进意见
。

四 严格执行毒
、

限剧药管理规贝方

经常检查监督门诊
、

病区的毒
、

限剧药的使

用情况
。

五 根据医院医
、

教
、

研任务需要
,

贮备一定数量的药材
,

做到妥善保管
,

定期

检 查
,

防止积压
、

浪费
、

变质
、

失效等
。

六 建立完整的各种帐 目
,

做 好 登

记
,

统计工作
。

七 掌握卫生经费
,

做好医疗收费的

合理开支
。

二
、

我院药材科组织机构

我院药材科现有 人
,

其中药工 干 部

人
,

具有高级职称 人
,

中级职称 人
,

初级职称 人
。

另有主管技师 人
,

主管护

师 人
,

技师 人
,

出纳会计 人
,

职工

人
,

临时工 人
。

他们分别在药材科各个岗

位上履行职责
,

具体分为四个方面的工作
,

下属 个小单位
,

详见下表
。

三
、

药剂 材 科如何实施科学管理

一 明确药事管理委 员会的职责 为

了协调全院计划用药和科学管理
,

我院成立

了由院长
、

药剂 材 科主任和各临床科室主

任组成药事管理委员会
,

其任务是组织全院

医务干部认真贯彻执行药政管理法令
、

条例
、

规章制度
。

负责审定
,

监督全院用药计划
,

及

时研究解决本院医疗用药的重大问题
。

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