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院重点监拄药品管理相关工作的决定

各临床科室 :

根据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健全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的通知 (卫药

秘⒓0181306号 )》 文件相关要求,经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审议,对

我院重点监控药品管理工作形成以下决议 :

1、 建立 《安徽省肿瘤医院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

2、 遴选出34个药品作为我院重点监控药品,制定 《安徽省肿瘤医院2018

年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3、 各临床科室要严格执行《安徽省肿瘤医院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

合理用药。

附件⒈ 《安徽省肿瘤医院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

附件⒉ 《安徽省肿瘤医院2018年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附件⒊ 《关于健全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的通知 (卫药秘I20181306号 )》

附件⒋ 《安徽省立医院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2018年版)》

院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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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馓省肿瘤医院重点药品监拄预营管理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药品采购使用监管,促进合理用药、降低药品费用,根

据安徽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健全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的通知 (卫药秘

I20181306号 )λ 《安徽省立医院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2018年版)》

和 《安徽省立医院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结合我院实际,制定重点药品

监控预警管理制度。

第一条 遴选目录

一、监控范围:重点监控抗菌药物、中成药、辅助用药、临床不良反应发

生率高、无特殊原因使用量快速增长的药品以及其他价格高、用量大的药品。

二、遴选原则:依据我院在省医药采购平台采购药品金额及增长幅度进行

排名,参考价格、用量及常态采购使用情况,经专家论证,确定重点药品监控目

录。

三、监控数目:原则上不少于 30个药品。

四、动态调整:监控范围和监控数目应每年动态调整一次。

第二条 监测与预警

一、依托省医药采购平台,对我院药品采购使用情况进行连续性监测,重

点监控与分析监控目录内药品,采购使用量大、价格高及使用量快速增长的药品。

二、定期开展处方点评。

三、在我院官网建立重点药品监控预警专栏,及时公布 :

(一 )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及我院相关管理制度 ;

(二)我院重点药品监控目录 ;

(三)药品采购使用异常预警信息 ;

(四 )处方点评结果。

第三条 奖惩措施

一、处方点评结果参照《安徽省立医院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2018

年版)》 中相关规定执行。



二、对出现超常处方 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限制其处方

权;限制处方权后,仍连续 2次以上出现超常处方且无正当理由的,取消其处

方权。

三、对连续 3个月进入医疗机构销售前 10位且用药不适宜率超过 10%

的重点监控药品等,采取约谈、价格谈判、限制使用等措施。

四、对违反有关规定的科室和个人,依法依纪依规予以严肃查处。涉嫌犯

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条 结果上报

一、重点监控药品目录 ;

二、处方点评结果 ;

三、奖惩措施 ;ˇ  、

四、需要上报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监控目录与监控结果报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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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肿瘤医院2018年重点药品监控目录

序号 流水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生产企业

1 G49749-24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O.1g:10m1 1支/盒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2 137858-22 吉非替尼片 片剂 o25g 1O片 /盒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3 G49751-24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粉针剂 44Omg 1支 /盒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73568-20
中/长链脂肪孚L注射液

(C8-24)
注射液 250m1: 25g 1瓶/瓶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 1252O9-2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l
注射液 lOOml:10g 1瓶/瓶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6 26230-22 替莫唑胺胶囊 胶囊剂 50mg 7粒 /瓶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公司

7 G138197-24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0.1g:4ml 1瓶/盒 Roche Diagnostics GmbH

8 32771-22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薄膜衣片 o1g 60片 /盒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9 34885-22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注射液 20n△ 1∶ 10Omg 1支 /盒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10 24545-22
重组人血小板

生成素注射液
注射液 1m1△ .5万 单 位 1支 /盒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3076-22 注射用盐酸托烷司琼 冻干粉针剂 5mg 1瓶/盒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12 68493-2O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粉针剂 1.5g 1瓶/盒
意大利依赛特大药厂

(EssetiFarmaceutici s.r,1,)

13 44586-20 盐酸格拉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3ml:3mg 1支/支 宁波天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G31547-24
重组人血管内皮

抑制素注射液
注射液 15mg:3ml 1支/支 山东先声麦得津生物制药公司

15 48902-22
复方氨基酸(1sl

双肽(2)注射液
注射液 500m1:679 1瓶/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3971-20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20rng 1支/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27737-22 注射用洛铂 冻干粉针剂 50mg 1支/盒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18 L780O-22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冻干粉针剂 1.0g(0.59:0.59) 1瓶/瓶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19 41456-2O 华蟾素胶囊 肠溶胶囊 o.25g 22粒 /盒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20 7285O-2O 聚明胶肽注射液
注射液

(软袋双阀)

5OOn△ :3,2g

(以含氮量计 )

1袋 /袋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69531-22
结构脂肪乳注射液

IC6-241
注射液 250m1:50g 1袋/袋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22 68037-2O
注射用重组人

自介素9
冻干粉针剂 5O万 IU 1瓶 /盒 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3 68027-22
注射用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钠

溶媒结晶

粉针
1g(0.59:0.59) 1瓶 /盒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24 71741-2O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剂 3Omg 1支/支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17311-2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粉针剂 o5g 1支 /盒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公司

26 48919-22
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
注射液 lOOml:20g 1瓶 /瓶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27 27136-22
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
注射液 SOml:10g 1瓶/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44594-20 盐酸昂丹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2ml:4mg 1支 /支 福安药业宁波天衡制药公司

29 3O552-22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注射液 5ml:5Omg 1支/盒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O 71848-20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粉针
o,75g 1支/支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31 42322-22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钠
冻干粉针剂 4.5g(4.0g:0.59) 1支 /支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32 3968-20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Omg 1支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69256-20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8Omg 1瓶/瓶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4 43O33-20 注射用果糖
溶媒结晶

粉针
25g 1瓶/瓶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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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全重点药品监拄预替管理制度的通知

卫药秘 【2018〕 306号

各市及省直管县卫生计生委、芜湖市药管中心、省属医院监管中心,各省属医院 :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 〔2015〕 7号 )、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

通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为加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使用监管,促进合理用

药、降低药品费用,现就健全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实行重点药品监控分级管理

(一 )省级职责。省卫生计生委负责制定并完善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 ,

加强药品动态监测并及时通报。省属医院负责本单位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制定和预

警管理工作,重点监控目录不少于 30个药品。

(二)市级职责。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市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重点

药品监控目录制定和预警管理工作。市、县级公立医院重点监控目录不少于 30

个药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少于 20个药品。

(三)动态调整。原则上重点药品监控目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市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及省属医院首次发布本地区本单位重点药品监控目录应在今年 8月

底以前完成。

二、遴选重点药品监控目录

(一 )监控原则。对某种疾病非治疗必需、临床疗效证据不充分、未获得权

威疾病诊疗指南推荐或未纳入临床路径表单、不具备药物经济学优势,且用量大

或采购金额高的药品。

(二)监控范围。重点监控抗菌药物、中药注射剂、辅助性药品、营养性药

品、临床不良反应发生率高、无特殊原因使用量快速增长的药品以及其他价格高、

用量大的药品。

(三)遴选原则。依据本辖区、本单位在省药采购平台采购药品金额及增长



幅度进行排名,参考价格、用量及常态采购使用情况,经专家论证,确定重点药

品监控目录。

三、加强采购使用预警通报

(一 )加强监测。依托省药采购平台,连续性监测药品采购使用情况,对药

品采购使用异常变化的药品,及时发布监测信息,强化采购使用预警,促进规范

合理用药。

(二 )预警通报。在发布重点药品监控目录的同时,分析药品采购使用情况 ,

对监控目录内药品采购金额占本地区、本单位总采购金额排名靠前的县 (市、区)、

医疗机构及处方医师等信息,实行采购使用异常预警通报。

(三)及时公开。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省属医院在本单位官网上建立重

点药品监控预警专栏 ,ˇ 并与省医药采购平台建立链接,及时公布重点药品监控目

录、预警通报及处方点评结果。

四、健全重点药品管控措施

(一 )监测分析。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公立医疗机构对本辖区、本单位

药品采购使用情况进行连续性监测分析。特别要监测分析重点监控目录药品,采

购使用量大、价格高及使用量快速增长的药品。

(二)处方点评。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对重点监控药品及采购金额大、使用量

快速增长等药品开展专项处方点评,处方点评结果报主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各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第三方处方点评,省属医院第三方处方点评由省药

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负责。

(三)持续改进。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省属医院重点监控药品专项处方

点评结果及时报省卫生计生委。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公立医疗机构要依据专

项处方点评和第三方处方点评结果,制定并实施针对性的干预和改进措施,控制

药品费用不合理增长。

五、加强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督查

(一 )强化检查。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将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纳

入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并按照属地管辖、分级负责的要求,加强对

辖区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工作的指导和检查,及时通报工作落实情况。

(二 )强化管理。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是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的责任主体 ,



要认真贯彻落实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制度,加强临床合理用药知识的培训教

育,强化临床药事服务,及时发现问题,持续改进,不断提升药事管理水平。

(三)强化责任。省卫生计生委对未及时制定、调整重点药品监控目录的市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省属医院进行通报。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监管不作

为、监控不力及整改不到位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建立重点药品监控奖惩机制

(一)约谈制度。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连续二次通报的单位进行约谈 ,

并邀请驻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纪检监察组参加,约谈情况报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

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对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约谈、通报批评,并报主

管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二)评价考核。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将重点药品监控预警管理作为重要

指标纳入医院评审评价和医师定期考核指标体系,公立医疗机构将重点监控药品

处方点评结果纳入对临床科室及医师的绩效考核,与医师定期考核、职称评审、

评选评优、绩效奖金等挂钩。

(三)奖惩措施。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奖惩机制 ,

强化落实重点药品监控管理措施。    ·

1.对连续两次被通报约谈的单位及医务人员,由具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对单位

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理,对医务人员职称评审按照处分规定的影响期延缓申报。

2.对合理用药、强化监管等达到绩效目标的科室和人员进行奖励 ;对不合理

用药的科室和人员,由医疗机构扣减其绩效奖金。

3.对出现超常处方 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师提出警告,限制其处方权 ;

限制处方权后,仍连续 2次以上出现超常处方且无正当理由的,取消其处方权。

4.对连续 3个月进入医疗机构销售前 10位、且用药不适宜率超过 10%的

重点监控药品等,采取约谈、价格谈判、限制使用等措施。

5.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纪依规予以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 ,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 4

安傲省立医院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办法 (2018年版)

第一条 为规范本院药品购销和使用行为,保障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

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λ《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处方管理办法》、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治理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卫生行业行风管理等相关文件精神和本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院药品引进、采购、保管、领用、调剂、使用、信

息、账务和管理 (含网络数据管理)等岗位人员。

第三条 上述岗位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
“
九不准

”

`
《安徽省立医院工作人员行业作风三十条不准 (试行)》、《安徽省立医院采购委

员会章程λ 《安徽省立医院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 (简称
“
院药事会

”
)

章程λ《安徽省立医院处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安徽省立医院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与管理实施细则》,不得利用岗位、职务之便,违反规定购销药品、不合理

用药、向医药厂商提供药品存销数据等,谋取或收受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

或个人及其家属私自接受医药厂商支付费用的考察、旅游等。

第四条 医院设立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组,组长由院纪委书记担任 ,成

员由院纪检监察室、医务处、人事处、计财处、信息中心、药剂科负责人及片主

任组成,秘书由院纪检监察室和药剂科工作人员担任,日 常工作由院纪检监察室

和药剂科负责。

第五条 院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组定期对本院药品购销情况进行督查 ,

做好督查记录并存档。

第六条 药品引进、采购、保管、领用、调剂、使用、信息、账务和管理等

岗位人员利用岗位、职务之便违反规定购销药品、不合理用药、向医药厂商提供

药品存销数据等,视情节轻重,由院纪检监察室给予书面警告、诫勉谈话,人事



处给予调离原岗位,医务处给予暂停处方开具 (调剂)权等处理,并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等。

第七条 院处方管理组每月组织开展处方点评工作。点评对象主要为重点监

控药品、异动药品、销售金额排名前 50位药品、辅助用药、全医嘱用药等。每

月抽取使用金额靠前或使用量异动科室的处方 (病区用药医嘱单)进行点评,抽

样量不少于该科室处方 (病 区用药医嘱单)50%(50%的样本量不足 10例补足

到 10例 ,样本量≤10例全部抽取 )。 处方点评工作组将每月处方点评的初评结

果及时通知相关科室 (病区)主任,相关科室 (病区)应在 1周 内对处方点评

提出的用药问题进行书面反馈 ;处方点评专家组对处方点评初评结果和相关科室

(病区)书面意见进行终评。处方终评结果(包括用药合理性和干预措施)上报院

药品购销和使用监督管理组审核、上报院相关领导和院药事会审批后,报送院纪

检监察室、医务处、计财处、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处理,用药合理性评价

结果在医院行政例会上通报、院内网公示。

(一)处方点评中第一次出现用药不合理率≥30%,院纪检监察室对涉及

药品的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诫勉谈话 ;医务处对涉及的亚专

科 (病区)主任、治疗组长、当事医师给予书面警告和诫勉谈话。

(二)处方点评中第二次出现用药不合理率≥30%,对涉及的科室限量使

用该药品 (限量至近 3个月月平均使用量的三分之一),限量期限不得少于 6个

月。医务处梳理处罚结果,计财处对相关治疗组长、当事医师分别扣除一个月行

政奖金;分管院长在院行政例会上对亚专科 (病 区)主任、治疗组长、当事医师

进行通报。

(三)处方点评中第三次出现用药不合理率>30%,对涉及科室的该药品

进行
“
暂停使用

”
处理,暂停期限不得少于 6个月。医务处梳理处罚结果,计

财处对亚专科 (病 区)主任分别扣除一个月行政奖金,对治疗组长、当事医师分

别扣除两个月行政奖金;分管院长在院行政例会上对亚专科 (病区)主任、治疗

组长、当事医师进行通报。

第八条 处方点评中对于同种药品连续 3次用药不合理率≥30%,对涉及的

科室取消当年参评先进科室的资格,科主任、亚专科 (病 区)主任、治疗组长、

当事医师该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处方点评中对于两种药品连续 3次用药不



合理率≥30%,对当事医师推迟一年申报晋升职称。

第九条 限量使用的药品,若需恢复使用,在限量使用至少 6个月后,由

使用科室提出申请,经分管院长审批同意后,方可恢复使用;院药品购销和使用

监督管理组会同处方管理组,对恢复使用的科室跟踪监督,若再次出现用药不合

理率≥30%,涉及的科室暂停使用。

第十条 暂停使用的药品,若需恢复使用,在暂停使用 6个月后由使用科室

提出申请,经院药事会主任委员审批同意后,方可恢复使用;院药品购销和使用

监督管理组会同处方管理纽,对恢复使用的科室跟踪监督,若再次出现用药不合

理率≥30%,涉及的科室停止使用,永久不再恢复使用。

第十一条 医务处将每月处方终评结果及时通报至相关科室 (病区),相关

科室 (病区)应在 1周 内对用药存在的问题进行书面意见反馈并提出整改措施。

处方管理组持续跟踪点评科室 (病区)的改进情况,不断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