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事管理学

国际药学联合会军事与急救药学分委会简介

蒯丽萍
1, 2
,陈征宇

3
( 1.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0433; 2.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勤务与医学情报研室所, 北京 101850; 3.

总后勤部卫生部, 北京 100842)

作者简介:蒯丽萍 ( 1979 ) ,女,博士研究生,讲师.

中图分类号: R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0111( 2008) 03- 0220- 02

国际药学联合会 ( In terna tional Pharmaceutical

Federation, FIP )是在 1865年德国召开欧洲药学大

会的基础上成立的, 一个以欧洲为主的非政府药

学组织, 1912年在荷兰海牙注册。在经历近一个

世纪的发展, F IP已经成为一个拥有 85个国家和

地区的 100多个药学团体组成的世界性药学组

织, 会员人数已达 50余万。中国药学会 1947年加

入 F IP, 1992年 9月经中国科协呈国家科委批准重

返 F IP。F IP每年举办一次理事大会和世界药学大

会, 到目前为止已召开了 67届。 FIP下属有两个

委员会:药学实践委员会 ( Board o 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 BBP)和药学科学委员会 ( Board of Phar

maceutica l Sciences, BBS) , 军事与急救药学委员会

(M ilitary and Em ergency Section, M EPS)属于 BBP

九个分委会中的一个
[ 1 ]
。

1 MEPS成立的背景

1951年 9月 24日, 在罗马举行 FIP大会时,

时任 F IP主席 D r HorstM adser和 R eusse上校将

参会的法国、英国、意大利、前南斯拉夫、新西兰、

瑞典、瑞士、西班牙及美国的军队药师召集在一

起, 成立了军事药师小组, 同时举办了一系列的讲

座。 1953年 9月 16日, F IP巴黎大会时, BBP正式

成立  军队药师 ! (M ilitary Pharm acist Section )小

组, 选举瑞士的 Spreng ler上校为该小组主席。在

以后的一段时间, 该小组也同时面向了从事急救

药学工作的药师, 为了准确反应该小组的实际成

员的工作职能, 更名为军事与急救药学组。MEPS

是 F IP下属规模最小的分委会之一,但其成员的身

份及小组的职能也最为特殊, 大部分都是来自各

个国家的现役军人。军事药学工作者与一般的社

区或医院药学工作者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军

事或急救领域从事药学工作的人员比一般的药学

工作者更为艰辛。军事医疗服务通常与国际人道

主义救济联合会一起工作。常担任许多非政府组

织的后勤保障工作。MEPS的成立与定期活动为

讨论各种军事与急救领域的药学工作搭建了平

台,极大的推进了该领域药学工作的国际合作。

2 MEPS的组织机构

MEPS委员会由 1名主席, 3名副主席, 1名名

誉主席和 1名常务秘书组成。主席、副主席由

MEPS成员投票选举产生,名誉主席由退下来的前

任主席担任。目前 MEPS约有 160名会员,大多来

自各国军队中现役的从事医疗后勤工作的药师与

专家, 以及在各种急救与营救组织中工作的药师

或专家。MEPS的主要责任是制定小组的会议计

划,并通过文件形式向 FIP反馈军事与急救药学的

实践活动。每年, 委员会成员需要与当年 FIP会议

承办国的负责人共同召开 MEPS分会。委员会为

MEPS成员提供一个联络网,保持信息畅通。主席

与常务秘书参加每年 F IP的官方会议, 参与决定

FIP的各项日程与计划。常务秘书需记录日常相

关开支, 向 FIP总部提交财务申请报告。

3 MEPS的活动与职能

每年 FIP召开年会的时候, M EPS会紧紧围绕

当时军事与急救药学领域的热点问题组织专题研

讨与参观活动。MEPS的会期通常为 2天,第一天

由世界药学大会当年的承办国组织。承办国军方

需要安排展示本国的军事药学设施, 卫勤机构展

开与撤离方法以及野战外科设施。承办国也可以

安排生产急救药品器材的相关公司展示最新的药

品或医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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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二天为学术讨论, 通常

都有一个主题, 例如: 海湾战争及和平时期紧急事

件处理的经验等, 津巴布韦对于疟疾治疗的观点,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中的后勤问题, 新西兰军队药

师训练原则等。MEPS年会的意义在于,各国的军

事与急救药学工作者通过每年的会议都可以汲取

关于灾害救援、战伤救治等相关的药物治疗实践

220 Joum a l o f Pharm aceutica l P ractice Vo.l 26 2008 No. 3



经验。同时, 为来自不同政治背景国家的军队药

师提供了互相交流的机会, 从而提高他们在药学

领域救治与保障工作的水平。大会会议结束后,

小组委员会将编辑出版会讯, 包括参观的主要内

容以及主题报告的摘要。

会讯 ( new sletter)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媒介, 由

MEPS不定期编辑、出版, 并向所有需要的人员免

费提供,无论是否为 MEPS会员都可以查阅。许多

非会员就是通过会讯了解了 MEPS和近期会议的

讨论热点, 并开始与 MEPS进行交流, 积极开展相

关的工作。例如, 2000年维也纳会议的主要议题

就是灾难后的医疗保障及与地方医院合作, 目前

东欧许多国家也正通过准备 FIP进行大规模的合

作与研究, 为灾害医疗保障提供更为完善的平台。

MEPS近年最为主要的一项工作是通过与

WHO合作,发起了 p ictogram
*
(象形图示 )计划,为

沟通有障碍的病人提供非文字与语言的用药指

导。 Pictogram在交通等公共设施领域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MEPS的军队药学工作者在灾害救

援及维和期间发现, 文化水平与语言沟通障碍影

响了病人对于用药时间、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已

有研究证明, p ictog ram结合语言或文字的说明, 能

显著增加病人对于治疗方法的理解。对于较复杂

的用药方法, pictogram 还可以增加病人对于服药

方案的记忆能力。

目前, 已有埃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芬兰、

英国、澳大利亚、加纳、厄瓜多尔、印度、塞尔维亚、

匈牙利等国家的军队药学工作者开展了本国用药

指导的 p ictog ram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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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ctogram设计完成

后,在 MEPS和 WHO的组织与协调下进行测试。

加拿大与非洲卫生联盟近期完成了一项 500名病

人参加的测试, 80%以上的病人都能够充分理解

粘贴在药品包装上的有关用药指导的 p ictogram。

加拿大军队已经开发了基于网络的测试程序, 可

以让更多人通过网络来评价所设计的 p ictog ram是

否便于理解。而在加蓬与贝宁开展的相关测试,

已经形成报告正式出版, 各项试验都表明使用 p ic

togram对于提高病人用药依从性是一种较为经济

的方法。MEPS正在鼓励更多的会员在本国开展

有关的研究与设计, 从而进一步提高药学服务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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