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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要求
�

�
�

各大单位接此通报后
,

要对本单位

的清查整顿情 况进行一次讲评
,

搞得好的进

行表扬
,

没有清查的迸行批评
,

并限期补查
,

清查不彻底的要反工
。

同时
,

要对清查出的

问题进行复核
,

看改进的措施是 否 得 到 落

实
。

�
�

认真学习药政法规
,

国务院最近批

准发布了 《药 品管理法实施办法》
,

对贯彻

执行 《药品管理法夯提出了具体要求
,
广大

医药人员要带头学好
、

执行好
。

各单位也要

采取 各种形式组织学习药政法规
,

增强法制

观念
,

提高管理水平
,

在我区真正造成一个

以 法制药
、

计划供药
、

严格管药
、

合理用药

一伙勺局花�
。

‘
卜 �

、

补 根据清查存在较普遍的问题
,

要抓

好几个环节
�

一是采购
,

要通过正当渠道购

买
,

不买来路不明的药品
� 二是制剂

,

重申

无 《制剂许可证》和制剂品种未经报批的严

禁配制制剂 , 三是使用
,

要做到合理使用
,

不

开大处方
,

药房不供与医疗无关的物品 , 四

是管理
,

药学人员要认真负责
,

严格管理
,

对不合理的处方和用药不调配
。

�杨永歧 �

新 形 势 下 药 材 供 应 的 探 讨

总后基地指挥部卫生部 王 文福

如何适应医药市场开放后的活跃形势
,

做好部队的药材供应工作
,

是摆在军队药材

供应部门面前的一道新课题
,

本文就此谈一

点看法
。

一
、

部队药材供应的现状

部队医疗单位所需药材一般 有 三 个 来

源
� 军内供应系统逐级 申领

、

地方采购和单位

�身制
。

前些年市场上药材供应比较紧张
,

供求

矛盾突出
,

部队所需药材大部分通过军内系

统供应
。

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
,

医药市场活

跃
,

除了国营商业经销外
,

还有集体商业
、

供销社商业
,

工业自销等多种经 营 方 式
,

“百业经药
” ,

竟争激烈
,

,

部队向地方自购

药材大大增加
。

据某药材仓库统计
,

在供应

实力基本相同情况下
,

�� 名�年向部队供应
‘

的

药材量仅相当于 � �  。年的 � � �
。

对这 种 局

面 军队药材供应部门采取的对策一是大量处

理积压药材
,

二是减少供应品种
,

三是谨慎

订货
,

宁少勿多
。

二
、

做好部队筑材供应工作的必要性

目前状况除了战备药材外
,

军内系统的

药材供应工作似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
。

其实

并非如此
,

军内药材供应系统自有其优势和

存在的必要性
。

�
·

。

可减小市场药材行情变化对部队医

疗单位的影响
,

使所需的主要药材品种得到

较好的保障
。

近几年虽然医药商品供应情况

比以往大为好转
,

但并不稳定
,

一些常用药

材经常出现紧缺
,

供不应求
。

如青霉素
、

链

霉素
、

四环素
、

土霉素
、

注射用葡萄搪粉
、

� 光胶片
、

注射器
、

体温计等许多品种的 供

应情况经常出现波动
,

很难满足需求
。

这样

当某些紧俏药材在地方采购不到或无法满足

需要时
,

部队医疗单位 又纷纷要求军内药材

供应部门供给
。

可是军内药材供应是计划供

应
,
,

即根据部队所报的药材请领钾划
,

汇总向

有关部门订货筹措
,

由于避免造成积压
,

一般

不会多订货
。

因此如果部队医疗单位原先没

有申报计划
,

临时要货
,

军队药材供应部门往

往很难保障供应
,

势必影响部队医疗工作的

正常开展
。

如果每年有计划地通过军内申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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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减小市场行情变化对医疗工作 的影响
。

�
�

通过军内系统供应的药材
,

其价格

一般比地方要低
,

可节约经费
。

这在当前卫

生亨业费比较低的情况下
,

尤显得重要
。

�
�

便于战备储备药材的轮换更新
。

总

部和各大军区的战略 �战役 �储备药材轮换更

新的主要途径
,

是通过正常供应部队药材这

一渠道
,

发放部队使用
。

如果部队所需药材

都在地方自购
, ,浅备药材 的轮换更新就难 以

解决
,

不仅会影响战备工作的落实
,

还会造

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

�
�

有利于掌握信息
,

供管结合
。

军队

药材供应和管理是由一个部门负责的
,

通过

军内系统供应可随时掌握部队用药情况
,

便

于加强管理
,

更好地保障伤病员治 疗 的 及

时
、

安全
、

有效
。

�
�

可减少医药行业不正之风对部队医

疗单位的侵蚀
。

由于竟争激烈
,

地方一些单

位推销药材的手段五花八门
,

如回扣
、

发纪

念品
、

变相旅游等
。

如果采购人员思想不坚

定
,

很可能受到腐蚀
,

还可能使一些伪劣药

材流入部队
。

如做好军丙药材供应工作
,

大可

减少这些不正之风对部队医疗单位 的影响
。

三
、

如何做好部队药材供应工作

药材市场 目前的形势要求军内药材供应

工作也必须贯彻改革精神
,

才能更好地为部

队服务
。

我认为应该注意
�

�
�

要加强计划性
,

克服盲 目性
。

及时

掌握市场动态
,

搞好市场预测和部队用药预

测
,

编报药材订货计划要腆重
。

下属单位报

的计划是订货的基本依据
,

但也不能照数汇
�

�接第�� 页� 或大面积皮肤剥落的病人
,

用 �� �一�抗感染可导致代谢性酸中毒
、

血
钠过高

、

肾损害等
。

� � � 孕妇使用�� �
一�

可导致胎儿甲状腺肿甚至甲状腺机能减退
。

总之
,

肾机能不全病人
、

大面积烧伤病人
、

孕妇和新生儿不宜使用 � � �
一 �制剂

。

在使用� � �
一 �时还应注意到

,
� � �一�的

杀菌作用会受到体内普通有机物质如血液
、

脓
、

脂 肪 等 的抑制
,

这是由于有效碘可与
这些物质结合而使� � � �失去杀菌作用

。

所
以使用 �� �

一 �以前
,

应将手术部位 处 理 干

净
,

除去血液
、

脓
、

脂肪这些物质
。

� � �
一

�溶浓呈酸性
,

与碱 的接触 也会影

总
,

应从宏观上有所控制
。

�
�

药材价格要合理
,

不
一

可层层加价
�

原则上
,

只应加上一些运输费用
。

�
�

供应的品种要相对固定
,

使用药单

位心中有数
。

尽量避免出现一些品种时有时

无的现象
,

造成用药单位无所适从
。

�

�
�

供应要及时
,

供应环节要 减 少
。

供应及时一是年度发药要根据部队需求确定

发放次数和时 间� 二是对部队临时需要的药

材要做到随要随供
,

对不属于供应范围的品

种
,

也应设法解决
,

急部队之所急
,

尽员满

足部队需要
。

供应环节多
,

既拖延了时间
,

又增加了损耗
,

因此要尽量减少
。

如军区对

下发药
,

不一定按军
、

师
、

团逐级下发
,

可

以根据部队的分布和交通情况制 定 合 理 方

案
,

能直接发到师
、

发到 团的
,

就不要再逐

级下发
。

一些大型医疗设备
,

可直接由产地

发往使用单位
,

不 必再经过药材仓库转运
。

�
。

部队医疗单位对军内系统 的药材供

应要有正确的认识
,

虽然是经费供应
,

但凡

军内可供 的品种
,

一般不应到地方自购
。

以上着重分析了部队药材供应问题
,

但

决不是否定部队在地方自购药材的做法
。

军

内供应
、

地方自购
、

单位自制过去是现在 同

样是我军医疗单位药材来源的三 个 渠 道
,

但是应坚持以军内供应为主的原则
。

当然有

些驻地偏远或分散的部队由 于 交 通 不便
、

需用量少等原因
,

军内供应不方便
,

所需药

材主要还应是在当地购置及自制
。

总的原 则

应是有利于部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有利

于保障广大指战员的身体健康
。

丫 , 砰切沪‘户目户“两‘民 �、户、户、尸 � � 目内日、�、夕、户�
、户‘民 �

、
�

月夕、明砂 , 口、
,

、‘、口、 人尸

响 � � �一�的作用
,

削弱其杀菌效力
。

所以避

免与碱性药物配伍
。

�
�

� � �一�与碘的比较
自� � � �年以来

,

碘被公认为是最有价值
的高效

、

低毒消毒剂
。

然而� � �
一 �的出现

,

使碘退居次要地位
,
� � �一 �被认为 是 唯 一

的 “理想消毒剂
” ,

与碘 相 比
,
�� �一 � 具

有以下特点
�

� 水中溶解度是碘的 ��倍 � � 对皮肤和
粘膜刺激性小 � � 罕见发生过敏反应

。

碘 的
过敏反应率达 ��� ,

而有人对 尸� �
’

� 的 过
敏反应进行研究

, � ��名皮肤接触受试 者 仅
� 人发生过敏反应 , �不挥发

,

利
��贮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