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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动态】 

 

这一法规拟修订，允许符合规定的药材跨省销售使用 

来源：广东药监 

 

8 月 25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包括总则、

省级中药材标准管理、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监督管理

等 5 章 27 条，相比 1987 年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管理办法（试行）》内

容极大丰富，拟允许符合规定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跨省销售使用。 

《征求意见稿》阐述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具体内涵，其所称地区性民

间习用药材系指国家药品标准未收载，且不具有药品注册标准，但被本草、

医籍、方志等记载，在局部地区有多年药用习惯的药材。该办法适用于作为

药用原料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标准管理、生产、经营、使用及其相关监

督管理，明确了标准制定修订原则、全链条质量管理、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

等思路及要求。 

《征求意见稿》从药材收载范围、药材名称、标准备案、标准提高、标

准废止等方面规范了省级中药材标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明确了省级中药

材标准上升为国家药品标准的通路。按照其规定，省级中药材标准收载的药

材，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多年的药用历史和一定范围的临床需求，对具

有安全性风险品种的收载应当慎重。缺少安全性及功能主治考证或研究等情

形的品种禁止载入省级中药材标准。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组织对省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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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标准收载的品种按照相关技术要求进行研究，提出标准草案，向国家药

典委员会申请新增国家药品标准，国家药典委员会依相关程序进行审核。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采收生产要求、经营要求、

采购使用要求等。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可以出售除《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

中收载的毒性中药品种以外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已经具有省级中药材标

准的品种，根据临床使用需求，可以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除标准中

标识具有毒性以外的其他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 

《征求意见稿》对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监督管理予以规定，鼓励开展

药材资源动态监测和质量监测。地方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本行政

区域内进入药品流通、生产领域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的监管，必要时对本

行政区域内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机构所购进使用

的地区性民间习用药材进行延伸检查，保障药品质量和用药安全。使用的地

区性民间习用药材不符合相应省级中药材标准的，应当按照《药品管理法》

的有关条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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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九月养生“六要点” 

 

九月份是由夏季转入秋季的第一个月,暑气未消,但已出现秋燥。“白露”

之后，天气干热夜凉，气候多变，要预防鼻腔疾病、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

生。“秋分”开始，我国大部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季，气温渐渐下，到了

“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九月份中医药养生的六大要点: 

一、阴平阳秘 

九月养生应本着阴阳平衡的规律，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的原则。精

神调养在秋天非常重要，因为秋天有万木凋谢之感，人们容易产生“悲秋”，

所以要培养乐观情绪，持神志安宁，以适应秋天平容之气。天气好的时候，

多外出走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排解一下秋愁。 

最适宜的运动莫过于登山了，在晴朗的日子里，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使自己身心愉悦，心旷神怡。登山使心情愉快的同时，还锻炼了

身体，使身心都得到放从而消除不良情绪。 

二、多吃温食 

要吃些温食。初秋时节，仍然是湿热交蒸，以致脾胃内虚，抵抗力下降，

这时若能吃些温食，特别是食用粳米或糯米，均有极好的健脾胃、补中气的

功能。 

《本草经疏》誉粳米为“五谷之长，人相须赖以为命者也”。《随息居

饮食谱》谓：“米甘平，宜煮粥食，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贫人患虚症，

以浓米饮代参汤。病人、妇粥养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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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时节的饮食应以润燥益气、健脾清肺为主，多食大米、小米、玉米、

荞麦、大麦小麦、糯米、糙米、高粱、豆腐、豆浆、扁豆等主食及豆制品。

牛肉、鸭肉、鱼类、鳖肉、乌骨鸡、鲍鱼、鳝鱼、蛋类、奶类等，以及豆芽、

菜花、菠菜、胡萝卜、茄子、莲藕、红薯、马铃薯、山药、芋头、芹菜、小

白菜、莴笋、洋白菜、南瓜、菱角、百合、香菇等蔬菜也很适合白露时节食

用。 

三、防秋乏 

告别了炎夏，迎来了天清气爽的秋天，人们感到比夏天要舒服得多了。

可是，一些人会有困倦疲乏的感觉，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秋乏”。秋乏

是补偿夏季人体超常消耗的保护性反应。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适应，

秋乏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但为了不因此影响工作和生活，最好还是采取相应

的防治措施。 

防秋乏的最好办法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比如跑

步，爬山等有氧运动；良好的睡眠有“养阴培元”之效，睡觉时最好在子时

之前，由于子时是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时，此时睡觉，可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不仅能养阴，睡眠质量也最佳。 

四、坚春捂秋冻 

俗话说“春捂秋冻”，要遵循“耐寒锻炼从初秋开始”的规律，气温下

降但不要急于添加过多的衣服，使身体有抗御风寒的能力，增强身体抵抗力.

但秋冻也不能过头，有支气管炎、胃炎等病史的人，则要注意适当保暖，防

止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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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服装款式以宽松为好，衣料以柔软下垂或棉布料为好。穿薄而多层

套装的，比穿厚而单层的衣服保暖性能更好，而最外层的衣服应选用轻而能

容纳大量气体的衣料。 

五、拒绝秋燥 

九月养生防秋燥也非常关键。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人们往往会出现口

干、唇干、鼻干、咽干及大便干结、皮肤干裂等。防止秋燥，首先要注意补

充水分，每天最好喝 3～4 杯开水；宜多食西洋参、沙参、百合、杏仁、川

贝、冬瓜、黄瓜、萝卜、梨等；还可用葱白、生姜、豆蔻、香菜预防治疗感

冒等。 

六、拒绝秋膘 

夏天天气炎热，能量消耗较大，人们普遍食欲不振，造成体内热量供给

不足。但到了秋天，天气转凉，饮食会不知不觉地过量，使热量的摄入大大

增加；再加上宜人气候，让人睡眠充足，汗液减少，因此身体摄取的热量多

于散发的热量。秋实适当进补，确实不错，但切记“贴秋膘”不宜过早。入

秋后，要注意清热润燥，可以适当吃一些鸭肉、鱼肉、山药、百合等，既能

清暑热，又可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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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药】 

 

本院抗菌药物使用指导—拉氧头孢 

 

拉氧头孢 

分类：为其他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类药。 

性状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白色至淡黄色的粉末或块状物，无臭，有引湿性。 

规格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0.25g；0.5g；1g。 

适应症 

本品用于敏感菌引起的各种感染症，如败血症、脑膜炎、呼吸系统感染

症（肺炎、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肺化脓症、脓胸等）、消化系统感染

症（胆道炎、胆囊炎等）、腹腔内感染症（肝脓疡、腹膜炎等）、泌尿系统

及生殖系统感染症（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淋病、附睾炎、子宫内感

染、子宫附件炎、盆腔炎等）、皮肤及组织感染、骨、关节感染及创伤感染。 

用法用量 

本品不同剂型、不同规格的用法用量可能存在差异，请阅读具体药物说

明书使用，或遵医嘱。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静滴、静注或肌注。 

1、成人 1 天 1-2g，分 2 次；小儿 1 天 40-80mg/kg，分 2-4 次。并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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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体重、症状适当增减。难治性或严重感染时，成人增加至 1 天 4g，小儿

1 天 150mg/kg，分 2-4 次给药。 

2、静注时，取本品，以适量的灭菌注射用水、5%葡萄糖注射液或 0.9%

氯化钠注射液充分摇匀，使之完全溶解。 

3、肌注时，以 0.5%利多卡因注射液 2-3ml 充分摇匀，使完全溶解。 

4、溶解后，尽快使用。需保存时，冰箱内保存于 72 小时以内，室温保

存于 24 小时以内使用。 

注意事项 

1、对青霉素过敏者、肾功能损害者慎用。 

2、静脉内大量注射，应选择合适的部位，缓慢注射，以减轻对管壁的

刺激及减少静脉炎的发生。 

禁忌 

对本品及头孢菌素类有过敏反应史者禁用。 

不良反应 

本品不良反应轻微，很少发生过敏性休克，主要有发疹、荨麻疹、瘙痒、

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偶有转氨酶升高，停药后均可自行消失。 

贮藏方法 

遮光，密封，在阴凉（不超过 20℃）干燥处保存。 

临床药师建议：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属于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这类抗菌药物虽经长期临

床应用证明安全、有效，但与非限制使用级抗菌药物相比较，在安全性、疗

效、对细菌耐药性影响、药品价格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不宜作为非限制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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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使用。临床科室应根据病情需要，处方及医嘱由主治及以上医师签名方可

使用，接受限制使用抗菌药物治疗住院患者微生物检验样本送检率应≥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