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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药品贮存条件恶劣 仓库面积狭小，潮湿不通风。药品 

储藏必备设施没有，口服液、滴鼻剂、酊剂、丸剂、软膏剂、滴 眼 

荆等未能按贮存要求阴凉处存放，需冷处保存的药品如破伤风 

抗毒素、人胎盘组织液，置于常温下与一般的药品混放。药柜 

摆放不合理，导致太阳直射。中药储存普遍简陋，多用纸箱、非 

食品包装袋等，随意堆放或直接与地面墙壁接触。无地脚架，常 

可见到中药虫蛀、霉变。 

2．3 缺少药学专业人员 从事药剂工作多由乡村医生或护士 

兼职，对药品质量管理及各项制度模糊。各种记录不全，药 品 

陈列存储不规范。药品购进渠道复杂，非法购进药品存放比较 

隐蔽或少量撄放。药品操作随意性大，常有药品过期等现象 。 

3 药品抽验工作所面临的问越 

3．1 依照药品抽样实施办法的规定“计划抽样每批抽样量至 

少为一次全检量的 3倍，同时一次全检量至少有 3个最小包 

装。监督抽样根据可疑药品确定检验项 目。抽取检验项 目用量 

的3倍，同时完整包装至少 2瓶” 监督检查发现药品质量可 

疑进行快检筛查为阳性后，往往所存数量不足送检规定(未开 

启原包装至少 2瓶)，致使无法送检，导致得出不可为的结论， 

从而弱化农村药品监督力度，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为制售假 

药提供了经营空间。 

3．2 由于药品抽验量大，为了完成抽验任务 ，只能在规模较大 

的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完成。以本市为例 ，市级 医疗机构 7 

家，乡(镇)卫生院 14家 卫生所 (室)、个体诊所 367家、厂矿 

医疗室 3O家，药品零售企业城关 29家、乡镇 34家 、村 1家，药 

店所占比例不足 2O ，占抽验批次 33 以上，城关药店占抽验 

批次 7O 以上。这样造成抽样覆盖率偏低，影响抽样代表性 

和评价效果 。 

3．3对不按规定贮存的药品，在检查中发现质量可疑药品进行 

抽验，而药品监督抽验的频率和抽验的品种批数是有限的，可 

以认为市场上还有部分未被抽验发现的不合格药品用于临床。 

快检药品作为基层监管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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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立科学、合理、适时有效的监督抽验机制是当务之急。 

4 对农村药品监督监控的建议 

4．1 药品抽验量问题应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药品质量可疑 ，所存数量不足完整的 3瓶，在此情况下可 

以根据怀疑一项或若干项的检验量的 3倍抽样，用适宜取样工 

具抽取 3份分别置于可密封的玻璃器具包封，在不影响药品质 

量的前提下，保证抽样的代表性，取得对方认可后重新封签。 

封条上注明药品名称、生产厂家 、批号、抽样人和被抽样人签名 

盖章等。以弥补送检不足完整的3个最小包装的现状，确保公 

正性，代表性。 

4．2 改进检测设备及程序 以研发的药品检测车尽快下拨基 

层。加强检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实行部分药 品检测项 目，由 

设区市药检所委托给县市局认定 ，让县市局对药品崩解时限测 

定、重量差异、装量差异、澄明度、水分测定、酸碱度测定、化学 

鉴别等简单检验项 目或者在某种药品中的检验项 目上有认定 

权，降低监督检验的成本，提高效率。但省、市局要对县市局开 

展这一工作严格把关，成熟一个认定一个，使基层快检结论具 

有法律效力，进而有效技术支撑，扩大覆盖面，提高命中率。 

4．3 农村市场的药品受环境和各种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更有必要加大抽验力度．同时对医疗机构药房实行认证，有 

利于降低药品贮存过程中对药品质量的不良影响。以保证药品 

在有效期内不易变质。当然在实际中施行有一定的难度 ，但基 

本的约束不能少。 

4．4 及时准确掌握药品相关信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资源 

共享。国家和各省发布药品质量公告的假劣药品，被国家撒消 

批准文号的药品，各地已经查处的假劣药品，并不可能全部记 

住。所以急需建立共享数据库以备随时查询 确保农村用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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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mex sf一3000全自动五分类血液分析仪具有操作简便、 

分析速度快、测定参数多、结果准确、重复性好、性能稳定和维 

护方便等优点。但笔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随着使用频率的增 

加，自细胞提示信息栏往往会出现 Blast／A—Ly(异形淋巴、异常 

淋巴)，Leftshif(核左移)提示与实际检测结果不相符的情况， 

现将笔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介绍如下。 

当测定结果出现漂移或者有虚假提示时，说明白细胞计数 

池、红细胞计数池和旋转阀太脏 ，仪器在完成检测后的自动冲 

(收稿 日期；2006—09—15) 

洗也不能完全清洗干净各管道部位是造成假性提示的主要原 

因_1 。首先须对仪器的白细胞(WBC)计数池和红细胞(RBC) 

计数池进行清洗保养，如仍不能将报警消除 ，应进一步检查旋 

转阀(SRV)及各条连接导管是否有纯晶及脏物阻塞，如有阻 

塞，则需拆卸 SRV进行清洗。在拆卸清洗旋转阀之前，可先用 

质控物和正常标本做一次分析 ，以便用来对比旋转阀清洗前后 

的结果。旋转阀清洗步骤如下：关闭主机电源，打开仪器前盖， 

支撑起机盖撑杆，将旋转阀托盘从左缓慢前后移动后取出，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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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旋扭旋转阀的固定螺丝。将 SRV整体拆下。注意不要将 

旋转阀拉出过多，否则会给与阀连接的管道施加不必要的拉 

力，此时若有试剂漏出要立即用布等擦拭干净。先将外侧的固 

定阀取出，后取出中间旋转阀，用干净的软布蘸蒸馏水擦洗掉 

固定阁和旋转阀的滑动面的表面脏物。如果旋转阀孔隙有脏 

物，可用细胞清洗液和蒸馏水按 1 t 10比例稀释后浸泡 1O～ 

15 min，用蒸馏水再次清洗，这样可以很容易除去附着物或脏 

物。进行 SRV的清洗时一定要戴上橡胶手套，并且作业结束 

后要用消毒液洗手。在确认阀的接触表面无结晶和脏物后，按 

拆卸旋转阀的相反顺序把旋转阀一个一个地进行组装，旋紧固 

定螺丝，关上主机前面罩子，开启电源开关。待仪器完成 自动 

清洗后 ，可再取质控物及正常标本检测看是否仍有虚假提示出 

现。确认系统一切正常，检测结果在参考范围内，一般经以上处 

理即可消除虚假提示。 

虽然Sysmex sf-3000血液分析仪有多种报警提示，但在日 

常工作中不能因为出现报警时才去维护和解决 。每周应进行 
一 次 SRV托盘清洗，每 3个月清洗一次旋转阀，每天在检测前 

和检测后都应执行清洗一次，检测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结果。随 

时监察仪器的工作状态，专人负责定期保养。由仪器所致的误 

差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报警或提示，均 

应结合分析仪直方图和散点图的图象，认真进行显微镜复核， 

确保结果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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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菌培养因手段的不同其检出率有很大差异。例如， 

1964年 Bornstein报道用硫乙醇酸钠培养基 ，其检出率仅占细 

菌培养阳性结果的 3 ，而 1977年 Holand报道检出率提高到 

58．5 。所使用的培养罐是美商产品“Gaspak”，并且改进了培 

养方法。因此，检出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培养方法的改进。 

1 测试方法 

1．1 将 500 ml输液筒倒置水中，通过空气 300 ml，氢气 150 

ml，按空气含氧量 zl 计算 ，将氧全部耗尽 ，气体总量应减少 

189 ml。 t 

1．2 反应 10 rain残留氧量，“825”催化剂为 189—184=5 ml。 

“Gaspak”催化剂为189--168=21 ml，是“825”催化剂的4．2倍。 

1．3 反应 20 min残留氧量。“825”催化剂为 189—189=0 ml。 

“Gaspak”催化剂为 189—178=11 ml 

1．4 “825”脱氧催化剂经过通氢及氧，活化测试 150次，其催 

化活性不变，故可较长时间使用。 

1．5 “825”催化剂，内孔阻塞后可降低催化活性，故活化时不 

可直接与火焰接触，以防止火焰灰阻塞内孔，可用坩锅加热活 

化。 

1．6 禁与有毒气体接触。cl。、HzS可使“825”催化剂活性明 

显降低，但通过加热活化，其催化性能仍可恢复原有水平。 

2 两种催化剂性能的比较 

见表 1、表 2 

表 1 两种催化剂儡化活性比较 

裹 2 两种催化剂物性比较 

由表中所列数据可看出·“825”催化剂 比表面和抗压强度 

均高于“Gaspak”催化剂 1倍以上。平均孔半径小于“Gaspak” 

催化剂 1倍 以上。总孔容两种催化剂接近 “825”催化剂的比 

表面积大、抗压强度好，平均孔半径虽小于“Gaspak”催化剂 l 

倍的条件下，而未影响总孔容 根据两种催化剂的活性和物性 

的测定结果表明，“825”催化剂明显优于美产“Gaspak”催化剂。 

3 “825”脱氧催化剂的活化 

“825”脱氧催化剂常用的活化方法有以下几种，但禁用直 

接火焰活化。(1)160℃加温120 min (2)180℃加温 90 min。 

(3)直接火焰加热。可将催化剂放入坩锅中，直接火烧 5 min 

左右。(4)也可将盛有催化剂的催化剂笼。放在火炉上加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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