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实践杂志 � � � 年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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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商品名是由该药生产厂商命名
,

并 向该国

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的药品名称
,

是制药企业为 了提

高知识产权
,

寻求 自我保护
,

也是激烈 的市场竞争的

产物
,

其目的是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产品
。

不可否认
,

这是一个促进竞争
、

鼓励进步的举措
,

在当今市场经

济中
,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但是
,

药品商品名对

于广大消费者和临床工作者都是一大灾难
,

其主要

弊端表现在
∋

商品名不能反映药物的成分

仅仅根据药品的商品名很难确定该药是何种药

物
,

常常需要研究它的化学结构并查 阅有关资料才

能确定
。

经常碰到一些临床工作者
,

认不 出处方和

病历上的商品名为何物的尴尬局面
,

更不用说广大

消费者了
。

同药异名也给不法商贩在临床促销活动中提供

了方便之门
,

本来同药一名医生 只需开出药品通用

名就可以了
,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
,

哪家厂商给医生的

回扣高
,

医生就毫不犹豫地开那个商品名 ∃因此商

品名就代表那个厂商 &
。

另外
,

药品商品名也给各

级医保机构带来生财之道
,

本来一个药品只要质量

可靠
、

厂家守信
、

价格合适
、

临床确实需要
,

只要是同

一药品
,

不论哪个厂家都可以人基本医保 目录
,

可有

了商品名
,

有些 医保机构就可以将不 同厂家 同一药

品区分开来
。

你交了钱
,

就可以人医保 目录 #没有交

钱
,

对不起
,

就人不 了
,

所以各厂家不惜重金将自己

的产品录人医保
。

目前医疗机构药品价格为什么虚高不下
,

这是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其结果是老百姓怨声载道
,

滋生了腐败
,

败坏了社会风气
。

� 容易造成重复用药

由于商品名造成 的大量同药异名现象
,

如头抱

呱酮钠. 舒巴坦钠就有浩欣
、

铃兰欣
、

海舒必
、

先舒
、

利君派舒
、

积大克拉
、

舒 巴 同
、

舒派
、

优普同等将近

�� 个商品名
,

有的甚至更多
。

一些 临床应用 己久的

老药因剂型的不 同或新剂型应用
,

采用商品名命名

的现象也较多
,

如芬必得缓释胶囊
、

芬尼康
、

美林
、

福

尔栓
、

臣功再欣 ∃主要成分均为 布洛芬 &
,

尤其是 中

西药组成的复方制剂
,

这些都容易造成重复用药
,

给

患者造成较大危害
。

∀ 浪费人力资源

现在医院药品本来就名 目繁多
,

加之一药多名
,

我们常常为记不住这么多品种
,

搞不清某商品名为

何物而烦恼
。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

各种信

息和知识呈数量级地涌现
,

许多新的知识
、

新的技术

需要我们去学习
、

去了解
、

去掌握
,

如果人为地造成

这些障碍
,

将我们有限的精力耗在记商品名上
,

那简

直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

另外
,

一药多名给计算机

软件编码以及科研学习也带来很多不便之处
。

! 滋生腐败

∗ 不利于提高全民医药保健知识

药品商品名多了
,

不但不能直接认知这类药物
,

且给人们认知这类药物人为地多设 了一道屏障
,

医

药工作者和消费者必须先认识商品名
,

再认识药物
,

而且易造成误会
,

造成重复用药
,

有时把老药当成新

药
。

鉴于以上种种弊端
,

笔者认为规范药品商品名

已刻不容缓
,

建议让每种药物只有一个药监部门认

可确定的名称
,

不同药厂生产的同一药物只有注册

商标的不同
,

如果某一厂家生产的某一药品确实具

有突出优点
,

可在药品名称前贯以厂名
,

就像我国不

少中成药制剂的生产企业一样
,

在药品的名称前加

上 以生产厂名注册的注册商标
,

如海王银得菲片
、

修

正斯达舒胶囊
、

同仁乌鸡 白凤丸
、

马应龙痔疮膏
、

中

汇心可宁胶囊
、

三精 司乐平片
、

地奥心血康
、

江中健

胃消食片
,

其中海王
、

修正
、

同仁
、

马应龙
、

中汇
、

二

精
、

地奥
、

江中都是生产企业名称
。

总之药品的名称

一定要突出药品的主要成分
,

让人们从名称上就能

感知是什么药物
,

尽量使用药品的通用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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