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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验廉”口碑良好
翻翻社交平台上的“好物分享”，龙华医

院的清肠栓有着不错的口碑。

对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过去西药停

留在水杨酸制剂、免疫抑制剂、激素等范畴，

副作用、价格、使用方式都不利于疾病的控

制。考虑到我国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以左半结

肠以下、轻—中度居多，龙华医院马贵同教授

根据肠镜下黏膜糜烂、溃疡、出血等表现，确

定溃疡性结肠炎局部的中医辨证为“热毒

瘀”，并借用中医治疗疮疡的经验，以青黛、参

三七、马齿苋等药首创了清肠栓。自此，中药

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有了内外兼施、上下同

治的多维方法，而由于疗效显著、便宜好用，

患者配药意愿普遍强烈。

应对脂肪肝、高脂血症、肥胖，上海市中

医医院有套“简便验廉”的“组合拳”：银黄降

脂袋泡茶和荷泽降脂口服液。前者由炒决明

子、生大黄、龙井绿茶等组成，后者包含了荷

花、泽泻、绞股蓝、山楂等。该院药剂科副主

任徐燕丰告诉记者，这两款院内制剂在临床

使用多年，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口感优良，方

便服用，其中银黄降脂袋泡茶在上个月就开

出了近2000盒。

如今已过寒露，最怕“秋燥”，燥在喉就容

易引起燥咳，常见症状为干咳少痰，若不引起

重视，严重者可能发展为急性或慢性咽炎。

对此，曙光医院的院内制剂“天参利咽颗粒”

有不错的疗效。据介绍，天参利咽颗粒处方

来源于全国名老中医张赞臣教授的临床验

方，方中南沙参为君药，具有滋养肺胃、养阴

生津的功效；北沙参、天花粉能养阴润肺、消

肿，保护咽部黏膜；桔梗、射干能利咽、止咳、

祛痰……

想要“囤货”却难实现
院内制剂，顾名思义，仅能在医院内凭本

院医师处方购买使用，需要获得“药制字”方

可制作，产品上也都注明了“本制剂仅限本医

疗机构使用”。

想要获得院内制剂的患者，也必须前往

线下门诊获得医生的处方，为此，病人往往生

出“囤货”的需求，而路途遥远和线下就诊的

门槛也卡住了相当一部分患者。

“科室医生经常遇到患者要求多开些院

内制剂。”徐燕丰表示，“但目前还是按照《药

品管理法》《处方管理办法》等限制开具。”有

些院内制剂也有季节性，比如复方荆参溶液

可用于鹅掌风患者冬病夏治，院方会在春季

加大生产以保障供应。

记者了解到，参照目前的慢病用药长处

方规定，院内制剂一般只能开4周的量，最长

不超过12周，并且院内制剂通常包装较为简

易，保质期也不长，不利于存放。

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自己的“独门

秘方”，小小一包7元的碧雪散，引得患者跨省

而来，只因它是复发性口腔溃疡、红肿痛热、

牙龈脓肿乃至牙周炎等疾病的“克星”。很多

患者询问可否多开些放在家中备用，但被医

生一一婉拒：“一来碧雪散有保质期，半年内

用完为宜；二来目前受限于产能，想让更多有

需求的患者能尽快用上药。”

而像龙华医院的清肠栓，制剂工艺复杂

且需冷藏储存，为了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在临

床上同样是限量供应。

网络“上新”告别奔波
前不久，岳阳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的

互联网医院“上新”了一批院内制剂。前者的

百参润肺煎膏、地黄还精颗粒、复方透骨草溶

液，后者的落花安神口服液、三黄止痒搽剂、

银黄降脂袋泡茶、尿素乳膏、芩蓟凉血合剂、

莲连胶囊、贝芩新咳合剂，都实现了线上购

药、配送到家。

“在日常工作和服务过程中，我们常常收

到建议：慢性病患者在服用院内制剂后病情

好转，想持续服用，希望能够线上购药、邮寄

到家。”岳阳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须冰告诉

记者，“也有医生在工作之余反馈，部分家住

郊区的患者为了开院内制剂，要乘一个多小

时公交车，一来一回很辛苦，希望院内制剂可

以像西药一样，在互联网端自助开立，让他们

告别来回奔波买药的苦恼。”

须冰说，在互联网医院“上新”的3款院内

制剂是目前门诊患者需求量最高的，涵盖中

医内科、中医外科慢性病常用药，且相关药品

包装、剂型适合配送。

同样，在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互联网医院

“上新”的7款院内制剂也是复诊配药量较高

的。该院互联网医院办公室主任、门诊办公室

副主任张蕾介绍，患者可在互联网医院“便捷

配药”入口确认知晓“告知书”，随后选择自己

需要的院内制剂，按步骤进行初审判断、申请

购药、支付复诊费用、药师在线审方等流程。

岳阳医院医务处处长汤杰表示，院内制

剂在互联网医院上线后，接诊医生根据患者

主诉和自助问卷结果确认是否适合患者服

用；药品开立完成后，还要当值药师审方确

认；两道安全“关卡”通过后，院内制剂才会流

转配送，以此保证患者安全用药。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要在互联网医院开

具院内制剂，首诊仍须线下。

据了解，随着国家和地方鼓励发展中医

药政策的陆续落地，上海开始允许中医医联

体内指定的医疗机构调拨使用自制剂。举例

来说，岳阳医院专家在崇明分院或虹口区某

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师带徒工作站，可

以申请将专科的自制剂调拨到工作站所在的

医疗机构使用，但需要向有关部门完成报备

审批手续。

也可“变身”上市药品
患者也许会嘀咕：被反复验证的院内制

剂，为何不能大规模流通呢？

记者走访多家中医院发现，目前院内制

剂还是在特定的科室面向特定的人群，市售

药品缺乏替代品，而且使用院内制剂能够体

现医院的诊疗特色及文化品牌等。比如，皮

肤科是使用院内制剂的主要科室之一，这主

要是由于皮肤病的特性——适应症分得很

细，市售药品无法满足不同需求。

与要取得国家药监局批文的药品不

同，院内制剂的生产如果满足条件，只需要

在省级药监局审批或备案。据悉，采用传

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在提交备案申请时，

首先要明确制剂的命名、处方组成、来源、

理论依据及使用背景情况，包括5年使用历

史证明、100例相对完整的病例等；其次需

要工艺质量研究。

“请大家放心的是，为了保障院内制剂的

质量稳定与用药安全，医院质检室基于中国

药典及上海炮制规范要求，会对所有院内制

剂生产过程及中间品严格抽检。”岳阳医院药

学部主任黄瑾介绍，“常规项目包括理化性质

检测和微生物检测等，只有完全符合本市药

监局审核的制剂质量标准才可‘放行’。”

当然，也有不少院内制剂“变身”为上市

药品。从中药创制特点来看，“从临床到临

床”的特点决定了院内制剂转化为中药新药

具有更高的成功率。徐燕丰介绍，成熟、有效

的院内制剂可以转化为上市药品，大家耳熟

能详的复方丹参滴丸、三九胃泰、胃苏颗粒、

金叶败毒颗粒、双黄连、妇科千金片等都是由

院内制剂转化的。他还透露，目前上海市中

医医院已将夏枯草开音合剂转让，后续会配

合企业做上市前的研究工作，预计时间在3—

5年。而龙华医院的胆宁片在成功转让后成

为本市首个国家级中药新药，并于数年前获

加拿大上市许可，实现了中药国际化。

如何传承发展创新
业内人士建议，院内制剂在对市场药品的

查漏补缺，解决患者用药难、用药贵问题上，可

以发挥积极作用，或可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突

破，遴选患者需求量大的院内制剂在指定的医

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在副作用方面加强监管

把控的同时，真正方便老百姓用药。

此外，院内制剂承担着中药创新和发展

的使命，在临床使用上不可或缺。在汤杰看

来，院内制剂是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名老中医

在临床中经过反复验证总结而来的独特效

方，是传统中医药的智慧结晶和载体，在某种

意义上，它是对验方、名方的传承和发展，是

中医人对中医药发展贡献的体现。

汤杰认为，如何走好院内制剂的传承发

展创新之路，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要对处方

中的药味进行鉴别研究，确保原料来源的准

确；要选择先进的方法，提升药品质量标准，

充分反映制剂的特性及质量的变化；要优化

制剂的剂型或包装，使产品使用体验更加友

好；还要完善院内制剂安全性监测体系……”

院内制剂能否不再“好用难买”？
互联网医院“上新”让患者“少跑腿、买对药”

■ 岳阳医院自制药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

熬煮搅拌药剂

■ 在岳阳医院药房窗口，患者正在配取院内制剂

入秋转凉，岳阳医院皮肤科诊室
来了一张“熟面孔”，点名就要“蓝瓶”。
“蓝瓶”是许多老病人与医生之

间的默契，“真身”为复方透骨草溶
液，是该院自制的院内制剂，因为治
疗手足癣、手足干燥效果好而名声
在外。
患者临走时，医生不忘提醒，现

在互联网医院上能配“蓝瓶”了，不必
大老远再跑一趟。
海派中医是上海中医药的“金字

招牌”，在治未病、诊治、康复等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各家中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都有“独门秘方”——院内
制剂。其中不少出自名医之手，在患
者的口口相传中成为“明星产品”，有
些病人不顾路途遥远而来，点名要开
某款制剂，而且要求“多开一点”。
一边是经过数十年临床验证的

“物美价廉”的院内制剂，一边是被一
纸处方隔在院外的患者，中医院的
“独门秘方”能否走出“好用难买”的
圈子？

■ 上海市中医医院药剂科医生正在检测院内制剂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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