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额完成产品收购任务
。

四
、

强 化企业基础管理

19 91年以来
,

公司进一步瞄谁国家二级企

业标准
,

对 12 个基层部门的原始记录
、

各种台

账
、

现场管理和各项制度进行了全面检查
,

以

找出问题
、

制定措施
、

限期整改
。

对职工的培

训根据各工种岗位需要实行定向培养
,

去年以

来先后举办 4期业务培训班共 5 32 人
; 不断提高

了职工业务素质和管理意识
。

为提高商品养护

质量
,

对易走油
、

虫蛀
、

霉变的药材
,

采取翻

晒
、

薰蒸
、

低温储藏等科学方法
,

使商品合格

率达 9 9
.

8万
,

连续 6年被评为国家级
“
四 好 仓

库
” 。

同时
,

公司注重现代化管理
,

在财务
、

劳

资
、

档案和业务经营中的报表
、

汇总
、

开票
、

结算等方面全部实现微机操作
。

由于基础管理

扎实
,

各项工作有标准
,

有考核
,

有奖惩
,

有

力地促进 了企业上台阶
、

上水平
, l , 8 8年南京

市药材公司晋升为市级先进企业
, 1 9 8 9年晋升

省级先进企业
, 1 9 9 0年又跨入国家二级企业

。

《医院中药房管理 》 评介

金世元 (北 京市卫生学校 1 0 0 0 5 3 )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
。

为此它既可作医药学

校中药专业的教材使用
,

又是各医院中药房和

药政管理以及科研人员在工作学习中的必备参

考用书
。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完美无 缺
, 《 医 院

中药房管理 》一书尚存有不足之处
,

现提出几点

意见以作再版时参考
:

①书中
“

药事管理
”

一

章
,

读后有繁杂冗长之感
,

语句还应精炼些
;

② 书中对现代管理理论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应适

当充实 ; ③本书 “

中药质检室的工作管理
”

一

节 中存在着有标题而内容贫乏的现象
,

故各标

题项下还可充实有关内容以求完备
; ④校对有

误
,

如第 2 13 页
:

金钱白花蛇的伪品项下的
“
用

其蛇
·
” …

”

应为
“
用其它蛇

· ” 一
” ; ⑤中 药 名

称规范化表中的药物品种还可增加常用品种
。

此外
,

还可以药物名称的笔画为序列
“

中药名

称规范化
”

检索附后
,

便于查对
。

总之
,

作为中药房管理方面的首本专著
,

在编写和材料的收集上难免存在局限性
,

它的

不足处
,

无损于全书的实用价值
,

希望作者能

更广泛地征求读者意见
,

本着弃繁存精
,

进一

步充实和丰富内容的原则
,

及早修改后再版发

行
,

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

为加快我国医院

中药房的科学管理进程更好的发挥作用
。

读由湖北省鄂西 自治州卫生学校张万福老

师主编的 《 医院中药房管理 》 一书
,

深感是 中

药房管理方面的一部内容丰富
、

知识全面
、

体

系严谨的专著
。

该书全面总结药事管理经验
,

并加以提高
,

为当今设立中药房管理这门新的

应用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
。

该书以中药的生产
、

经营
、

临床使用为特点
,

并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 》 为依据
,

分别对医院中药房的

发展
、

组织
、

任务
、

中药人员的道德修养
、

药

事管理
、

中药的采购
、

中药配方
、

中药的贮藏

保管
、

中药炮制
、

制剂
、

中药煎煮
、

中药的质

量管理和药品的价格
、

药品的核算管理
、

中药

的商品知识等有关业务知识进行了全面 的论述

和介绍
,

并对中药名称规范化问题作了专论
,

为实现我国中药名称规范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

该书既阐述管理理论
,

又重于实际应用
,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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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黄与麻黄根不能混用

曹连民 ( 河南省郁陵 县人民 医院 4 6 12 0 0 )

麻黄与麻黄根虽同出一物
,

但二者功效相

反
,

前者发汗
,

后者止汗
。

最近笔者在蜜炙麻

黄时
,

从 4 k g麻黄中分离出麻黄 根 近 1 k g ,

如

此相混严重
,

实在令人担忧
。

寻其 原 因 无 非

是
:

①产地初加工不细
。

②为追求经济效益有

意相混
。

③收购单位在收购时把关不严
。

由于

药材是特殊商品
,

直接关系到人民 的 身 体 健

康
。

因此呼吁药农及收购单位
,

在采收和收购

过程 中
,

一定要把麻黄的茎与根分开处理
,

以

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