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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 。

麻醉药品应严格按要求书写处 方
,

涂

改后的处方不能发药
。

六
、

互相转借

有家医院急需盐酸呱替咤针剂
,

碰巧指

定供应单位缺货
,

于是到另一家医院求助
,

共

借得盐酸呱替吮注射液 支
。

盐

酸呱替吮属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
,

不应相互

转借
。

七
、

科室换药

由于种种原 因
,

临床科室备用的麻醉药

品中
,

常伴有生产批号较久的麻醉药品
。

于

是护士前来药房商量
,

提 出用其科室 的药品

与药房中批号较新的药对换
,

麻醉药品不能

轻易对换
。

以防来历不明的药品混入药房
。

八
、

变相吸毒

有的人因吸毒成瘾
,

千方百计寻找麻醉

药品
,

有时在深夜来医院诈称有病
,

强索盐酸

呱替吮注射剂
。

遇到这种情形
,

如给其注射
,

等于纵容其吸毒
。

九
、

偷试禁药

偶有医务工作者被好奇心所驱使
,

利用

工作之便偷试麻醉药品
,

不幸染上恶习而不

能自拨
。

麻醉药品的成瘾性早已被无数事实

证实
,

万万不可抱侥幸心理偷尝禁果
,

以免贻

害终生
。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

依拙见可针对性地

解决
,

方法是 严格掌握用药的适应症
,

不

该用的坚决不用
。

坚持原则
,

无 医疗证明

者
,

拒绝向其出售麻醉药品
。

因抢救病人

需要先发药后补处方时
,

药房应做书面记录
,

以防遗漏
。

对新分到 医院的医生
,

所在科

室应该对其所开麻醉药品处方仔细审核后再

交药房发药
。

麻醉药品处方不得涂改
,

如

需变动处方内容
,

只能重新开写
。

医疗单

位使用麻醉药品时
,

应保持一定库存量作周

转用
,

不能用尽后再购买
。

科室在取用备

用盒中的麻醉药品时
,

应该事先查看批号
,

做

到
“

用旧贮新
” 。

如果毒瘾患者在医院中无

理取闹
,

可迅速向公安机关报告
。

应加强

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
,

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

区域性制剂中心实践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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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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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本文根据建立区域性制剂中心 年来的实践
,

进行了总结
,

并对该中心的基本情况作用了简要

制剂中心 实践总结

针对基层医院制剂生产设施简陋
,

设备

仪器落后
,

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
,

我们提出了

建立区域性制剂中心设想〔‘
,

并于 年投

资 万 建 了 一 幢 澎 的制剂大楼
,

,

部队医院院长
,  部队医院院长

,  部队医院院长
, 二 锡林郭勒军分区医院院长
釜 赞  部队医院药房主任

 年经验收发证
,

投产
,

并承担起
“

区域性

制剂中心
”

的任务
,

到 目前已运转 年
,

现将

实践 年的经验总结如下

一
、

基本情况

一 制 剂楼建筑 制剂楼总建筑面积

扩
,

为三层结构
,

一层灭菌制剂
,

二层普

通制剂
,

三层药检及临床药学新药研究
,

同时

还附设了专供制剂大楼用气的锅炉房
。



 

二 主 要设 备 大输液 生 产线
,

型湖北天门产
,

每小时 瓶 制

水系统为四级截流 滤灌, 电渗析器 , 离子

交换器 多效蒸馏水 器 压力蒸汽 消毒器

型 台
,

改为快速降温  万配

药罐 个 药检仪器 光电分析天平

台
,

紫外分光光度计
、

显微镜
、

微粒

仪
、

孵卵箱
、

超净工作台等
。

三 净化级别 灭菌制剂的称量间
、

精

洗间
、

配药间的净化级别为万级
,

大输液分装

间和小针剂分装
、

熔封间为百级
。

普通制剂

的内服
、

外用药品配制
、

分装间为十万级
,

五

官制剂配制分装均为局部百级
。

四 人 员配五 副主任药师 名
,

主管

药师 名
,

药师 名
,

军事长 名 司机
。

五 生产品种 报批 个品种
,

大输

液 个品种
,

小针剂 个品种
,

五官制剂

个品种
,

内服外用制剂各 个品种
。

六 供应范围 主要供应我院医疗体系

部队的 所基层医疗单位
。

二
、

讨论与体会

区域性制剂 中心三年 实践证明
,

它是更

新观念
,

摆脱目前
“

小面全
”

传统生产方式的

产物
,

使医院制剂生产随着 目前制药工业的

发展而逐步向着管理科学化
、

生产自动化
、

成

果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

其优点如下

节约了资金
,

降低 了成本
,

充分提高

了设施
、

设备的使用率
。

以大输液为例
,

日均

生产大输液 一 瓶
,

设备的使用率达

以上
,

年创利润在 万元
,

年回收全

部投资
。

同时
,

在 年内还投资近 巧 万元更

新和完善了生产设备等
,

使设备保持了同类

医院的先进水平
。

实践证明
,

师医院年用大

输液在 一 万瓶
,

床以下的驻军医院

年用量也不过 巧 万瓶
。

如此用量的单位
,

都

要建制剂室
,

设备使用率还 不足  
,

对

设施
、

设备的投资难以回收
,

造成的浪费是相

当惊人
。

保证了药品的质量
。

由于生产条件

及生产管理
,

严格执行 及有关法规
,

使

大输液的质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

如大输液

的澄明度一直稳定在 以上
,

年共生产

多万瓶液体
,

无一因药品质量等给患者

造成不良反应
。

年 月市药检所抽查

我们 个品种批次大输液进行全面质量检

查
,

结果全部合格
。

为基层医院
、

卫生队解决实际困难
,

并增强了基层服务的意识
。

年 月某

部去外地执行战备任务
,

急需 件大输液
,

我们加班生产
,

保证了部队按时出发
,

受到了

部队领导的好评
。

三年来
,

我们制剂中心的

药品质量及工作态度得到了基层医疗单位的

肯定
,

并送锦旗 面 表扬
。

现在基层单位

只要打个 电话
,

所需的制剂便由制剂 中心及

时送货上 门
,

价格还低于厂价
,

质量也

有保证
。

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
。

由于设备

仪器及技术人员的相对集中
,

使科研工作如

鱼得水
,

三年来我们共开发研制新制剂 种
,

技术革新 项
,

发表论文 篇
,

获科技成果

奖 项
,

大大推动了业务技术水平的提高
。

同时
,

我们还为各基层与院校带培实习进修

人员 余人次
,

为培养药学技术人才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

由于成绩突出
,

连续三年被院

评为
“

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 。

三
、

小结

三年的工作实践证明
,

以中心 医院为基

础的
“

区域性制剂中心
”

这一随着社会发展进

步而产生的新生事物
,

是一项利国利民
、

改变

医院制剂落后面貌
、

提高制剂质量的有效途

径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和扶

持
。

以张家 口地区为例
,

本地 区没有大输液

生产厂
,

当地用大输液需
“

南水北调
” ,

特别是

严寒的冬季
,

大输液的运输 比较困难
。

但由

于有关药政法规规定
“

医院制剂不得流入市

场
” ,

使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

在某种程度上
,

受到一些束缚
。

笔者认为
,

只要硬件
、

软件均

符合 要求
,

其产品质量达到 中华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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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药典 的要求
,

成立区域性的药品制剂

供应基地的做法应当给予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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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用药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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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 “ 医院 承德 以犯

现代医药学 飞速发展
,

新药品新制剂不

断涌现
,

为临床提供了更多的治疗手段
,

为疾

病治疗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

与此同时
,

药物不 良反应
、

药源性疾病也在不断增加
。

因此
,

合理用药已成为临床以至整个社会所

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

笔者认为
,

合理用

药已不单纯是临床医师和药师的责任问题
,

也不仅仅是从使用和管理的角度
,

从医学和

药学两个方面研究药物用于人体的安全性
、

有效性的技术性问题
,

而且是一个涉及社会

进步
、

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经济文化

问题
。

一
、

合理用药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健康

水平

当前
,

不合理用药现象相当普遍
。

有资

料表明
,

世界近 的患者与用药不当有关
,

约有半数的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是由于药物相

互作用所致
。

美国 年代
,

因用药不合理而

引起疾病住院的
,

占总住院人数的
,

其

中约 死亡
。

我国因使用抗生素引起的药

源性 疾 病 发 生 率 逐 年上 升
,

年 代 为
,

年 代 为
,

年 代 为
,

年代达到
。

由此可见
,

不合

理用药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 的危

害
。

如果我们在用药过程中避免这些不合理

用药现象
,

很显然将提高疾病的治愈率
,

减少

不 良反应和药源性疾病的发生率
,

大大提高

,

解放军第 医院 湖南衡阳

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
,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

类的发展

二
、

合理用药将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

康发展
。

不言而喻
,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键是

公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

其次是诊疗技术和医

药工业的发展
,

公民健康意识的强化
,

社会福

利工作的完善等
。

然而
,

不合理用药不仅导

致不良反应和药源性疾病大量增加
,

造成公

民健康水平的下降
,

社会发病率上升
,

同时也

影响到诊疗技术和医药工业的健康发展
,

严

重地阻碍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

众所

周知
,

在我国
,

不合理用药有两个重要的原

因
,

一是公民健康意识的淡薄
,

医药人员以及

患者药物知识贫乏
,

不了解药品的性能尤其

是毒副作用
,

盲目用药
,

重复用药
,

擅自用药
。

二是公费医疗体制改革不彻底
,

社会保险医

疗体制不完善
,

一人公费
,

全家吃药
,

结果是

公费患者开大处方
,

开贵药
,

开营养药
。

医生

检查诊断
,

病人点名开方
。

因此
,

加强合理用

药
,

增强全社会健康意识
,

促进 医药工业的健

康发展
,

促进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

推进医疗

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

已是势在必行
。

三
、

合理用药有利于优化药物 资源的配

置
,

充分发挥其效益

不合理用药不仅造成不良反应及药源性

疾病的大量增加
,

而且造成药物资源的大量

浪费
。

在美国
,

医师所开处方中的药物仅有

是必要的
。

在我国部分医院
,

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