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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明的中外合资厂家所运用
。

在我国
,

同

样的酮康哇
,

在中外合资厂家和国有药厂手

中
,

其价格大不一样
,

销售量也大不一样
。

三
、

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

开发潜在消费

一些大型企业其包装有其 自己的特色
。

据报道
� 一位患者曾说

,

如果我是文盲
,

任何

杨森的产品我都认得
。

确实
,

很多厂家往往

在外包装上冠 以了突出有力的商标
,

同剂型

的不同产品其规格也无多大差别
,

色彩也是

按照 ��� 的标准色和标准线条等有关规则来

设计的
。

目前国际上 � � � �研究与开发 �正

处于萎缩期
,

因此 良好的包装对巩固消费
,

固

定 目标市场
,

强化消费者的识别能力起到 了

重要的作用
,

同时对开发相关产品以至打开

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意义
。

四
、

增强员工的凝聚力

产品的包装作为营销因素的组合之一
,

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外延构成了有力的企业文

化
。

每一道工序
,

每一种材料
,

以及生产的成

品半成品都将使员工加强整体形象
。

在社会

上有影响力的名牌产品更是如此
。

员工会通

过一点一滴的工作 自觉 维护企业形象
。

这

样
,

将使员工 目标一致
,

努力工作
,

形成积极

向上的精神氛围
。

五
、

维持药效
,

减少损失

这是包装的原始作用
,

是包装的物理和

化学功能
。

其主要是保护药品从生产者到消

费者以至患者手中至进入体内之前
,

其药效

不受影响
,

避免光照
、

氧化
、

降解
、

吸潮而变

质
,

从而延长其有效期
。

包装还承担了运输

过程中保护药效的功能
,

使变质的可能性降

低到最低限度
,

这不仅关系到市场竞争力
,

更

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
。

这都对包装材料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

需要指出的是
,

我国的医

药产品 的包装材料特别是中成药
、

大输液的

瓶塞包装要与国际接轨
,

要作大力度改进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医药市场营销学

家对保持人类的生态生活环境的安全和谐十

分重视
。

这就要求
� 一

、

包装材料对人们用药

无毒无害 �二
、

药品包装不能对自然环境构成

不必要的污染
。

这步工作在我国刚刚起 步
,

要大力探索
,

深入研究
。

随着现代包装在促进销售
,

增加利润等

多方面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针对我国

医药产品的包装现状
,

应该导入 �� �
,

运用工

业设计的先进技术和科学手段改变这一落后

现状
,

力争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

医药行业

主管部门应该加强行业指导
,

通过政策
、

法

规
、

财税等多种手段加以引导和扶持
。

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现象的分析与建议

宋新民 侯雪梅

�解放军第 ��� 医院 大同 � ��� ��

摘要 本文例举了 目前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的种种现象
,

分析 了产生不规范的原因
,

提出了如何实现

规范化的建议
。

关键词 中药处方 � 中药名称 �规范化

中药处方是医师经过临床辩证论治对患 要的意义
。

所以中药处方名称规范化与否是

者施之治疗疾病的书 面记录
,

是药剂人员调 衡量临床医务人员的医德
、

工作责任心的具

剂工作的依据
。

它关系到医疗效果和患者的 体内容
,

是反映医疗技术水平高低
、

评价医疗

用药安全
,

它在法律上
、

技术上都有着极其重 质量的重要项 目之一
。

当前中药处方名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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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现象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

给中药调

剂工作带来许多麻烦
,

直接影响着医疗效果
,

为了保证患者用药治疗的合理性
,

达到用药

的准确
、

安全
、

有效
,

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现

象必须引起各医疗单位重视
。

本文就中药处

方名称不规范的现象
、

原因和建议叙述如下
。

一
、

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的现象

�一 �错别字
、

同音字代替规范的 中药名

称

这一现象在当前的中医行业中比较突

出
,

甚至在中药饮片厂的标签
,

药材批发部门

的发货单据中亦有发生
。

有些错别字离开了

药名原有的含义
,

实属离谱
。

如才�柴 �胡
、

枝

�桅�子
、

牛夕�膝�
、

泽夕�泻 �
、

鹿角双�箱 �
、

阴

阳伙�淫阳茬�
、

江�僵 �蚕
、

叩 �范 �仁
,

戈�葛�

根
,

半下 �夏 �
、

吉力 �羡蔡 �
、

高�革�本
、

化�滑 �

石
、

火 �羞 �香
、

巨 �瞿 �麦
、

马斗领�兜铃 �
、

干

�甘 �草
、

白毛 �茅 �根
、

末�没 �药
、

卜�蒲 �黄
、

连

乔 �翘 �
、

所�锁 �阳
、

京�荆 �芥等
。

�二�随意简化及折字书写中药名称

中药名称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联系
,

每

个药名都有一定的起因和讲究
,

然而随意简

化和创字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 � 另外将原药

名中某字一分为二
,

或将药名中某字的一部

分与另字任意组合
,

这种现象在民间传抄的

药方更为严重
,

不知所云难辨药名
。

如只十

�积 实 �
、

白凡 �白矾 �
、

一米 �慧米 �
、

伏 � �获

等 �
、

三△�三棱 �
、

子元 �紫览 �
、

古月 �胡椒 �
、

月石 �硼石 �
、

豆支�豆豉 �
、

寸干 �射干 �
、

全虫

�全蝎 �
、

羊火�淫阳霍�
、

败将�败酱草 �等
。

�三 �古名
、

别名
、

地方名及方言书写处方

中药名称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的
,

一些古籍中还保留着大量古名
,

它作为研

究古代文化是需要了解的
,

但不应作为现代

处方的用名
。

其它别名
、

地方名及方言因受

地区历史文化局限
,

虽有地方特点
,

但不应出

现在处方中
,

否则就 令人费解
。

如卑盐�麻

黄 �
、

蜀脂�黄蔑 �
、

节华 �菊花 �
、

灵通 �甘草 �
、

薯茨�山药�
、

国老�甘草�
、

棒褪�人参�
、

野蒜

�燕白�
、

红果子 �拘祀 �
、

猴姜 �骨碎 补 �
、

西苟

�戴本 �
、

鸡肠风 �巴戟天 �
、

存交 �秦芜 �
、

当门

子�察香 �
、

白眉 �白薇 �
、

王琴�黄琴�
、

各香 �羞

香 �等
。

�四 �处方中同药异名和同名异药的现象

一味药有几个名称
,

如金银花就有金花
、

银花
、

双花
、

二花
、

二宝花
、

忍冬花之别名
,

临

床上常遇到一些西学中的医师或资历较浅的

中医师
,

时常将同药异名重复写在一张处方

上
,

如既写金银花又写忍冬花
,

或金花
、

银花

各多少克的错误书写
。

同名异药则无疑更易

引起混乱
,

如香落与胡姜都是香菜之别名
,

重

楼与拳参都是草河车之别名
,

半夏与天南星

都是野芋头之别名
,

佩兰
、

牛至和零陵香都是

香草之别名
,

这些药名如以别名书写处方则

极易在处方调配中造成混乱和出错
。

二
、

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原因的分析

�一 �规章制度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对中药名称有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和�医

院药剂管理办法》对中药名称都有明确规定
,

而具体落实到各医疗单位
,

对中药处方名称

不规范现象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
。

甚至有种

说法
“

中药无别字
” ,

反应了中药名称别字太

普遍
,

没有引起应有 的重视
。

当然也不排除

有些医师为避免患者产生厌恶心理
,

或不愿

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有意省略笔划
,

书写别

名
,

但这样一来却给调配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

如果让患者去找医师询问
,

会加重患者负担

或耽搁治疗时间
,

如果药剂人员按照 自己的

见解或臆测处理
,

则难免造成误解和差错
。

�二 �无形地认可

尽管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现象十分普

遍
,

对这一间题的文章也早有报道
,

但仿佛各

医疗单位都在无形地认可
,

使其顺理成章的

延续着
。

再有医院分级管理对西药处方质量

合格率有明确的百分率规定
,

而对 中药处方

则无相应的规定
,

从而使中药处方名称书写

不规范现象任其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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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业务素质不高

特别是在基层医疗单位的中医行业或一

些中医诊所
,

有许多是师傅带徒弟
,

没有正规

的专业培训
,

加之自身的文化程度较低
,

在书

写处方时必然会出现错别字
、

同音字的现象
,

另外有些西学中的医师不十分了解中药知

识
,

或抄方而造成药名不规范
。

至于中药饮

片厂的标签
,

药材批发发部 门发货单据
,

中药

名称不规范
,

更是人 云亦云
,

缺乏统一 的管

理
。

三
、

建议

�一 �认真落实规章制度

各卫生
、

医药单位
,

都要认真学 习《药品

管理法》
,

严格执现由国家卫生
、

医药部门制

定的法规
,

对中药处方名称书写
,

依法管理
。

药剂部门做到凡是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的一

律不予调配
,

使处方调配工作做到准确
、

合

理
,

保证药物安全有效
。

同时要定期进行检

查落实
,

推动中药处方名称逐步向标准化
、

规

范化发展
。

�二 �加强责任心

处方的书写和调配是 医师和药师对工

作
、

对患者 的责任心的一种检验
。

《本草衍

义�中
� “

用药如用刑
,

刑不可误
,

误即于人命 �

用药亦然
,

一误便隔生死
” 。

告诫人们只有把

开方
、

配方提高到
“

关系病人生死
”

的高度去

认识
,

才能杜绝因中药处方名称不规范而造

成的不良后果
。

所以说处方规范化
,

医师起

主导作用
,

处方书写应该仔细检查
,

核对无误

后才交给患者 �药剂人员是关键
,

对处方要严

格检查
、

把关
。

年轻的中医药人员和西 医学

中医的医师
,

应加强中药知识的学习
,

规范书

写中药名称
,

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

�三 �加强管理

对中药处方名称书写这项工作
,

各级医

疗行政部门应该象抓西药处方质量一样认真

抓好
,

制定相应措施
。

对中药配方混乱的状

况加以管理
、

整顿
、

依靠制度
,

统一规范
。

开

方必须
“

医知药情
” ,

配方要
“

药知医用
” ,

避免

差错事故的发生
。

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

该对中药药名作规定
,

严格药名管理
,

编辑出

版统一标准的《中药处方名称手册》
,

对提高

医疗技术水平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浅论药品专利与药品行政保护

侯晓宁 余大地
�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南京 �� � �� �

当前
,

知识产权保护 已经成为国际间政

治
、

经济
、

科技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

注的问题
,

在国内也日益受到重视
。

专利是

知识产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

对 医药行业

的关系更为密切
。

现仅就药品专利和行政保

护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

一
、

关于药品的专利

�
南京军区药材仓库 南京 �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从 � �� � 年 �

月 � 日起实施
,

至今已 �� 年多了
,

这 �� 年可

以分为两个时期
,

第一阶段是从 � � � � 年 � 月

� 日到 � � � � 年年底为止
,

在这个阶段
,

专利

法从保护范围来说
,

规定对
“

药品和用化学方

法获得的物质
”

不予专利保护
,

但对药品的生

产方法可授予专利权 �第二阶段是从 ���� 年

� 月 � 日起至今
,

实施修改后的 �专利法》
,

从

保护范围说
,

修改后的专利法扩大了保护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