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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临床进行有关药物的性质
、

剂

型
、

药检
、

药品质量
、

配伍禁导等研究
,

以

不断提高医院药学工作水平 �

�
�

积极开展临床药学研究
,

结合临床

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
,

围绕合理用药开展药

效学
、

药代学
、

生物利用度
、

监测药物在体

内的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研究
。

�
�

药剂科 �部或处 � 必须实行科学管

理
。

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
,

完善各项措施
,

变经验管理为科学管理
,

不断提 高 昔 理 水

平
。

第二十七条 医院领导对药剂科的科学

研究工作要在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 予 以 保

证
,

逐步实现医院药学工作现代 化
、

自功

化
、

科学化
。

第八章 药学人员的培养与提
� � �暇目

作刁

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应将

药学人员的培养列入培训计划
,

不断提高药

学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
。

第二十九条 医院对药学技术人员的职

务任聘按卫生部 《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

例》 的规定办理
。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木办沙
�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第三十一条 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卫

生厅
、

局可根据木办法制订具休实施方案
。

第三十二条 木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药政竹理局负责解释
。

,

文摘
·

� �  � 年 中 国 的 药 品 供 应 趋 势

景 几伟译 张紫 �问校

据本刊通讯员报道
, � �� � 年中国对于新

药和进口药 品的需求可能要继续增长
。

对于

质量更高和效果更好的药品的需 求 正 在 增

加
,

随着甲家经济的增长
,

用于这些更昂贵

产品的费用可能是高的
。

例如阿霉素
、

氨节

青霉素
、

甲基多巴和舒喘宁吸入剂一类进口

产品在� �名�年曾是需要的
。

据 当 地 观 察 家

说
,

中国的供应情况在 �� � �年将可能要得到

改善
。

有些产品如布洛 芬
、

土 霉 素
、

强 力

霉素
、

甲烯土霉素
、

四环素
、

红霉素
、

胰岛

素和血液制品的供应将是充足的
,

可以满足

需求
。

然而
,

其他药 品如 甲氰咪肌
、

甲硝吠

呱
、

头袍氨节
、

导眠能
、

丝裂霉素和某些胃

肠药将可能供应过剩
。

这是 因为制造厂家扩

大生产太多或有许多进 口 商没有经过任何协

调 就进 口 同一产品
。

某些药品的供应将继续短缺
,

主要原因

是出口不断增加以及获得原料和燃料尚存在

问题
。

据报道
,

抗生素 �氯 毒 素
、

庆 大 霉

素
、

氨节青霉素和青霉东�
、

解热药及镇痛

药
、

抗结核药 �利福平�
、

磺胺类和维生素

产
�昂将会出现短缺现象

。

原料和中问体的不足将会继续存在
,

国

家的供应仅能满足生产厂家� � �的需要
。

尽

管需要增加
,

而政府对于 � �� �年的化学原料

药的预算已经缩减
。

� � � �年药品的价格预期可保持稳定或有

限的提高
。

政府对供应短缺的药品将继续采

取价格控制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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