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力。药品监管人员要学习专业知识, 掌握药品的

研制、生产、使用的技术要求, 既当监管的行家,又当

专业的里手。三是清政廉洁。广大药品监管人员,

时刻想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患者用药的安全, 在药

品监管中做到清正廉洁, 不徇私情,公正执法。

3. 3 强化医疗机构制剂监管 军队医疗机构制剂

管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军队药品监管的重点,

必须下大力抓好。

3. 3. 1 强化硬件监管 虽然在 2000年制剂室验

收标准中对制剂硬件提出了要求, 但从目前情况看,

有不少单位硬件已达不到验收标准。因此, 应加强

检查, 对达不到要求的, 尤其是大输液等灭菌制剂

室,应取消其配制相应制剂的资格。对无证配制制

剂的,坚决给予查处。

3. 3. 2 强化制剂品种监管 应按 药品管理法 的

规定[ 1] ,清理医疗机构的制剂品种, 对市场有的品

种特别是供应充足的品种,不应再审批;对协定处方

的制剂应严加管理, 做到好的品种给予保留, 不好的

品种进行剔除, 非法制剂坚决取缔。

3.3. 3 强化质量监管 应按照国家、军队的规定,

对制剂进行批批检验,对重点品种必须进行批批全

检,坚决杜绝制剂不经检验就用于临床的状况。要加

大制剂抽验的力度,对大输液、非标准制剂等应逐步

做到全品种抽验,并对抽验不合格的品种进行公布。

3. 4 加强基层药品管理 对基层药品管理, 除各

级药品管理部门多深入基层加强指导和提供信息服

务外,就基层本身讲, 应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采购环

节。采购药品时应当尽量选择通过 GMP、GSP认证

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条件、设备、人员、管理和药

品质量上相对有保证。二是保管环节。一般药品保

管要求是温度控制在 30 以内,相对湿度应控制在

70%以下;低温保存的药品应放在冰箱冷藏室内; 冬

季对怕冻的药品应有保温防冬措施。三是使用环

节。除发旧储新外, 最应引起注意的,是散装在调剂

室广口瓶内的药品。由于广口瓶的容量大, 每个瓶

可以装几百片,甚至上千片, 有的用 1~ 2年都用不

完,加之不等用完就又补充,致使瓶底部的药品长期

得不到使用。四是检查环节。应当对药品经常进行

检查,尤其应重视一些有效期短的抗生素、生化药品

以及急救室和急救箱内的药品检查, 防止因药品过

期而影响疗效和急救。

3. 5 加强军地间配合 搞好军队药品监督管理工

作需要军地间的配合, 尤其是目前法规制度尚待完

善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配合,以堵塞军地执法的间

隙。

3. 5. 1 加强互涉案件查处的配合 对涉及到军队

和地方的药品违法违规案件,应当建立一种联席、协

调机制,定期不定期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打着军队幌

子实际是地方人员的违法案件, 更应建立相互协调

机制,以避免地方以为是军队单位而移交军队查处,

而军队又查不到, 使不法人员得不到及时查处的情

况,让不法人员无机可乘、无空可钻。

3. 5. 2 加强广告违规查处的配合 军队单位不允

许做医疗、药品广告,不但军队单独有规定,而且与

国家卫生、工商、药监和新闻等部门也联合发过文。

应当与广告审查和刊登单位协调, 见到带有军队单

位的广告不批、不登,从根本上杜绝军队单位广告的

发生。

3. 5. 3 加强药品邮购查处的配合 针对不法人员

当前常用军队单位的名义租用地方邮局信箱,采取

邮购方法骗取钱财的情况, 应与邮电部门协调, 从根

本上堵住邮购药品的源头, 杜绝不正当邮购药品(制

剂)坑害群众的问题。总之,通过协调、合作,形成军

地药品监管的合力,使不法人员无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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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军区部队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工作的措施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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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作者对非典型肺炎暴发期间军区部队药材保障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提出建立应急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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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突发事件军队药材动态储备, 加强与地方大、中型医药企业的联系的几点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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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 11月份以来, 广东省佛山、深圳、广

州等 13个城市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暴发流行。面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我们在军区 非典 防

治工作指挥组的具体领导下, 认真贯彻军委、总部和

军区首长关于做好防治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按

照 保障有力 的总要求, 千方百计, 多方筹措, 严密

组织,及时供应,为军区部队防治 非典 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非典 药材保障的几点做法

1. 1 加强领导与周密计划 自 2003年 2 月份广

州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人以来, 军区多次召开了会议,

统一思想,加深对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重要性、

紧迫性的认识, 研究制订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方案。

为了确保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工作的高效运行, 军

区成立了由药材处处长任组长, 分管药品、器材、监

督和财务的助理员组成了军区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

领导小组,负责军区部队防治 非典 药品器材的计

划、筹措, 指导全区部队防治药材保障工作。军区药

材仓库和药材供应站立即成立了药材应急保障分

队,负责防治 非典 药材的入库和发放工作; 药品仪

器检验所抽出部分人员组成了技术监督小组, 负责

防治 非典 药材的验收工作。针对防治 非典 工作

需要制定了相应的药材保障预案,应对各种可能发

生的情况。在非典暴发期间, 全处人员和药材仓库、

各供应站、药检所有关人员均以 非典 防治工作为

中心, 团结一致,沉着应对, 周密计划,全力以赴, 圆

满地完成了防治 非典 药材供应保障工作。

1. 2 积极筹措和保障供应 疫情就是命令, 时间

就是生命。我们充分利用军区药材主渠道供应形成

的优势,多方筹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是通过多

种渠道紧急采购药品。疫情暴发期间, 广州市曾一

度出现抢购药品、哄抬价格, 造成部分药品一时短

缺, 价格飞涨。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 从

湖南、湖北、上海、江苏、广西等省的医药公司紧急筹

措了 200余件价值 48万余元的板兰根冲剂、抗病毒

口服液等预防和治疗药品, 发放到军区重点保障单

位。为了实现防治 非典 中提出的 早发现 的目

标,我们积极与国内各供应商联系,购买快速体温检

测设备,当了解到国内暂时缺货的情况后,我们立即

又通过各种途径紧急从国外进口了 300支红外体温

计,迅速发放到军区各基层单位,确保每个建制团单

位都有一支快速体温检测仪,落实每日体温晨检制

度。二是分片包干,各负其责。为实施快速高效的

药材保障,我们要求各药材供应站承担起所辖地区

部队的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工作。广州、衡阳、桂林

和海口药材供应站分别担负起广东、湖南、广西、海

南等地区部队防治 非典 的药材保障任务;武汉总

医院则负责湖北地区部队的药材保障任务;对于需

求数量较大, 采购困难的品种则由军区统一进行采

购。三是建立药材采购信息数据库。由于此次 非

典 疫情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而且所需药品和设备

品种比较集中, 造成一些药品和设备供不应求。为

此,我们建立了药品和设备采购联络图,与国有大、

中型供应商保持密切联系,保证每种药品和设备有

2~ 3家供应商,还尽可能地从使用单位、报纸、电视

新闻中等捕捉药材需求信息,及时更新和丰富供应

商数据库,避免在供应过程中出现缺货现象。四是

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 配制中药制剂和消毒药品。

在防治 非典 工作中, 我们充分利用战区中医药资

源的优势,结合临床实际,组织有配制条件的医疗机

构配制防治 非典 中药制剂,发放给军区重点部队

使用。针对环境消毒药曾一度短缺, 我们还有计划

地组织了驻穗医疗单位加班加点配制过氧乙酸, 指

导军区机关和驻穗体系部队进行喷洒和熏蒸消毒。

由于药品准备及时、充足, 较好地保证了驻穗官兵、

老干部和职工家属的需求。五是想方设法,为总部

和其它军区部队排忧解难。在确保军区部队防治

非典 药材保障工作的同时, 我们还以 一盘棋 的

思想,积极帮助总部和其它军区筹措 非典 救治药

材。

1. 3 重点保障和及时解决各方困难 根据军区首

长提出确保机关和建制部队安全的指示精神,在药

材保障中,我们区分层次、突出重点地实施保障。一

是全力做好重点首长、离退休老干部和军区机关防

护保健。军区机关身处疫区,重点保健对象多、离退

休老干部多,为确保他们身体健康,我们通过多种渠

道,分别从香港、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采购了注射用

胸腺肽(日达仙针)、胸腺肽片、施保利通片、体温计、

口罩等药品器材。另外, 还购置了 空军一号 等空

气净化物品,分发到每户首长家里和军区机关车队,

确保家庭和车辆空气净化。为做好机关干部的预防

保健工作,我们组织广州总医院、157医院根据国家

公布的非典防治处方熬制了防 非典 的中药,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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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四大部机关, 指导机关干部服用。二是大力解

决基层部队实际困难。为及早发现疑似病人, 确保

疫情不传入部队,根据 军区部队非典型肺炎防疫管

理规定 , 要求在 非典 期间, 连卫生员每天早晚要

对所有人员各测体温一次,及时掌握官兵健康状况。

为此,我们从香港紧急进口一批红外线体温计,及时

下发基层单位。我们还根据部队实际需要, 为部队

紧急采购下发了 X线机和一批消毒锅、隔离服、防

护目镜、口罩、手套、鞋套等防治工作急需的诊断、消

毒防护设备和物品。三是积极为 非典 定点收治

医院下发急救设备。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精神, 只要

是防治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该

买的药品器材一定要买。在前期没有专项经费的情

况下,我们拿出家底经费, 购买了呼吸机、心电监护

仪、床边 X 光机、输液泵、电动喷雾器、隔离衣等一

批急需医疗设备,陆续配备到抗击 非典 一线的医

疗机构。据统计, 非典 期间我们共筹措了价值

200多万元的药品设备下发机关、部队和医院, 为全

区部队做好抗击 非典 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物质保

障。

1. 4 确保防治 非典 药品质量 防疫药品和医疗

器械的质量,关系到抗击 非典 战役的胜败, 关系到

广大官兵的健康安危,在这场与病魔的斗争中,军区

药品监督办公室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防治药品质

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治期间,药品监督办公室

共发出 5份传真和电报, 及时部署防治 非典 药材

监督管理工作。为强化技术监督力度, 组织药品仪

器检验所对 非典 防治用药以及辅助治疗用中药、

医疗器械、卫生材料进行检查,对借 非典 之机制售

假劣药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 在加大对防

治 非典 药品治理力度的同时, 还开通绿色审批通

道。广州总医院、南方医院、第 157医院等医疗机构

参照国家公布的 非典 药物处方研发出医院制剂,

我们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在接受申报后,以严谨的

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 打破常规, 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制剂的审批。这些制剂及时投入临床使用,

极大地满足了医疗机构的临床需要。

2 经验和体会

2. 1 要建立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体系,完善药材应

急保障预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 2003年 2

月份广州发现非典病人, 我们就敏感地意识到可能

会出现部分药品短缺的现象, 我们立即要求药材供

应站储备部分抗感染、抗病毒药品和防护用品,应对

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随着疫情在全国的迅速

蔓延,对药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也曾一度出现部分

品种短缺的现象。加上军区部队居住高度集中, 如

一旦发生疫情,药材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为此,

建议总部、军区都要建立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机制,制

订和完善突发事件下药材保障预案, 保证药材保障

的各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2. 2 建立突发事件军队药材动态储备制度。由于

我国的药品生产、流通处于相对松散、无序状态, 缺

乏产业规划和宏观调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一些

平时廉价的药材由于供不应求而价格飞涨,部分医

药企业乘机囤积居奇。因此,建议要建立突发事件

药材动态储备制度:一是选好储备单位,以便及时保

障供应。要选择有实力的大型药品经营企业为储备

单位,当出现疫情时从数量和质量上保障所需要的

药材品种供应, 避免出现供应断档。平时兼顾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储备药材的数量。储备

单位则与大型生产企业建立供货关系, 结合生产周

期和供需变化, 确保储备品种保值增值。二是建立

采购信息数据库。建立全省乃至全国的药材产销信

息数据库,及时掌握产销动态及趋势。三是设立专

项储备基金。建议总部设立突发事件专项药材储备

基金,由总部或军区掌握,专款专用, 主要用于疫情、

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药材储备,一旦需要,可以立即投

入使用。四是统一采购和自行采购相结合。当发生

突发事件时,对于部队需求量大的品种,可通过军队

药材供应机构集中采购,统一调配;对于部队的零星

需求,则由各单位根据实际就地自行采购。

2. 3 要坚持药材主渠道供应, 加强与地方大、中型

医药企业的联系。自 1999年军区恢复药材主渠道

供应以来,我们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药材主渠

道供应等项工作, 与地方医药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在这次防治 非典 中, 对一些市场上紧缺

的药品,我们不仅能够筹措得到,而且能够以市场上

较低的价格购买, 这完全得益于我们与地方医药公

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次抗击 非典 的斗

争中,一些规模小、非一级代理的医药公司由于不能

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 在紧急关头就不能提供我们

所急需的药品;而生产企业和一些规模大、信誉好的

一级批发代理商则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由

此可见,在未来发生突发事件时,生产企业和一级代

理商将是我们强有力的后援。我们在主渠道供应和

药品集中招标中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潜在优势, 必

要时可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能够筹得到、供得上, 实现药材

保障有力 的目标。
收稿日期: 2003- 0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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