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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发展概况

药品检验工作是药政工作的黍要组成部份。药品检验所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执

行国家对药品质量监督检验的法定性专业机构。按照药政管理的规定，切实执行药品检验所

工作条例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质量第一"的原则，保证人民用药的安全有效，在实际工

作中，为把好药品质量关，药品检验工作必须贯彻专业检验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检验

与生产、供应、使用相结合，管与帮相结合，实验室工作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成都市药品检验所于1960年4月，由四川省卫生厅和成都市卫生局决定筹建，并于1962

年12月12日成都市卫生局通知， “接四川省卫生厅1962年12月4日(62)卫药字93号批复正

式命名，负责川西北地区的药品质量监督工作。

从建所以来就注意业务技术方面的“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三

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的训练和基本建设的正规性和法定性。建所

初期全所仅有16人，至1965年底职工达57人，总计完成检品5384件，对黄芪、五灵脂、多耥

菌素M，四环素中脱水四I环素、脱水差向四环素，蔌茹和番木氅翻j剂，血防846、离子交换

注射用水等有关项目的研究。‘ ．

在十年浩劫中，我所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但在贯彻国务院(71)国发13号文件时，积

极参加了成都市防治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药物科研协作组，先后对金龙胆草及其浸膏、片剂、

树脂气雾剂和野牡丹的原植物、生药的鉴定、植化：药理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另

外还配合四jii省抗菌素工业研究所对庆大霉素、利福平、麦迪霉素、卷须霉素等新抗菌素的

研制任务，为填补我国新抗菌素的空白起了一定的作用。 。

1972年开始由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先后下达编制国家新药典的任务，我所先后承担起草

中西药品标准39种，被1977年版收载的有川芎、川贝母、川木香、麝香等34种。在起草甲嚷力

复霉素(商品名为利福平)标准的过程中，对留样(四J|f抗菌素厂新投产品)考察，发现国

内产品稳定性不一致，样品贮存10个月，测定含量下降10—18％，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经

过一年与药厂、抗研所的共同努力，首先解决了利福平的分析方法，设计了薄层——分光

法，相继就系统的考察了国内外产品23批，发现国产样品贮存一年，效价可下降10％左右；

探讨了影响稳定性的主要因素，经X～衍射测定证明国产利福平为无定形物质，而围外产品

为晶型，从而提出影响稳定性原因，一是结晶度二是杂质，并提出改进办法，提高了产品的

稳定。并在全国药政工作会议上得到卫生部领导的表扬。

1977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拨乱反正，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篆和知识分

子政策，调整了组织机构，统一管理，加强自身制度建设，积极培训药检干部，对各级药检

人员进行考核，晋升、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提高。

自1980年起保持每年一定比例的现场抽验制度。除采用经典分析方法外，随着仪器的引

进，开展了红外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新的电化学分析技术等，在抽检避孕药已酸孕酮

中多次发现熔点偏高，用红外光谱分析对熔融前后进行比较，验证了已酸孕酮的2．4～二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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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苯JIji：衍生物为熔融不分解物，提高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向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作了专题报

告，为国家药典修订此药标准——熔点时，提供了数据。此外还开展了t)t-t指示剂吸收度比

值法，这是中和法与分光光度法相结合的一种差式定量法，此法确定等当点客观可靠，因而

提高了定量分析的准确度、方法简易、迅速。另对酶法生产葡葡糖及其制剂的质量考查，用

紫外光谱分析证实0～10。C及40。C贮藏了3个月，及100。C二次灭菌，原料及镉1j剂质量稳定，

并与酸法生产葡萄糖同法比较分析，为该品种由酸法过渡到酶法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1978年5月乐山长征制药厂送检注射用链霉素多批无菌全部都不合格。立耳嗽人到厂共
同查找原因，现场多点取样，共同裣验，结果发现，生产多处污染，经过停产整顿从而使产

品不合格问题得到解决。1980年核对、分析找出了成药三厂计划生育用药催产素效价低的原

因，是检验设备不合理和检验操作不正规所致。并连续三年考察了该品种的质量情况，为药

厂认识质量变化规律提供了数据。

我所从1980年以来。还加强了中药材灼质量管理，并在四J}}省中药质量座谈会后，出市

卫生局、医药管理局在我所召开了成都地区加强中药材管理会议，制定了“成都市中药材质

量篱理暂行办法"。1982年我所集中中药检验人员，对全市经营的中药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

清理，就地查番实祥五千多个，三万多包件，逐个商品、样品核对，查闺文件，分类排队，

基本查清了我市各单位所经营的品种，全市共计经营商品药材861个品种，属于中国药典、

部标准和省标准收载的品种63个。无标准自',j230个。基本上掌握了各品种的来源、产地、产

销量使用历史等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是我市解放以来中药材涛瑾工作最彻底的一次，为

取缔伪劣药材澄清混乱品种，提供了技术依据。

1984年深入我市五区两县对3728种药材抽验，查出伪品16种，其中金钱白花蛇一种就检

查了11，400条样品，查出伪品2，511条。1985年9月’接受市卫生局查封的一批可疑豹骨的检验

4l包件，929。8公斤，价值28万多元，检查结果90％为伪品。同年还受理检查熊胆一案，计

31个，有24个为伪品，以上检验情况，不仅为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确切依据，而且保证了人民

用药的安全有效。

1985年是经济体镱Il改革的一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圈《药品鸳理法))的第一年，我所制

订了“业务技术经济管理责任制胁的试行方法，试行所长负责制，管理人员实行岗位责任

糊，业务人员实行工作任务制，始终保持以社会效益为宗旨同时注意经济效益。并派人参加

了对药品生产的22个单位、93个药悬经营单位，120个医院，镪l剂室的复核验收，以及核发

“三证’’的工作。

建所二十六年来，职工人数从初期的16人增为现有的106人，其中剐主任药师以上职称

的6入，主管药师35入，药师22入，中级卫生技术入受2G人，初级卫生技术人员6入，行政

干部5人，工人15人。 ，

建所以来，为了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先后派出216人次去卫生部药品生卫钾j品检

定所等单位进修学习。同时还派出职工参加农村巡回医疗队工作计n期，56人次。参加较长

时阈的野外调查5次。计12人次。

建所以来，围家给成都市药品检验所共投资3，398，242元，占地面积增加到8．65亩，新

建和改建房屋5，272平方米，购置单价万元以上仪器设备7台，千元以上、万元以下s2台，

购置中外文图书7，456jif}，中外文期刊杂志304种。

二十六年来，共检验药品2313舄件其中抽验13068件，送验920l件，抽验平均不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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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参加了《中国药典协一九七七年版和一JL／＼五年版，《四jli省药品标准))一九六五

年版，一九七六年板和一九八三年版， 妓四】I＼省中草药标准强第1——4批， 《四J11省中药

饮片炮铷规范协一九七二匕年版和一九八四年版， 《六省藏药标准协， 妖四)U省中草药糊剂规

范》，((成都市中草药铷剂糊备技术规程_：：)， 《成都市习用中药材质量规定))， K成都市医院

制剂操作规程))， 《成都市药品生产批准品种一览表))等书的编写工作，以及各级药品标准

的起草、复核、审定、修订、编辑、校稿工作，参加了《成都中草药》， 《四川中药志》，

《四川植物志＼)的编写工作，担任了《中国民族药志》常务编委工作。还参加了成都市整顿

药厂，整顿药品品科t的工作。一九一k：／k年以来又审批复核我地区新产是标准271件。在科研

方面，一九七八年以来获全国科学大会奖6项，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l项，省、市奖33

项。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4篇，在国内国家级的10种期刊上发表文章45篇，地方性的9种

期刊上发表文章28篇，发表译文14篇。在全国省、市有关学术交流会上交流资料86篇。

二十六年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它可以知道成绩，同时也能知其不

足，成绩会带给发奋，不足中可领悟教益。展望未来，药检事业前程似锦，可以期望，一个

繁荣兴旺，现代化的成都药检所一定能在二十世纪末出现。

第一章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沿革

第一节机构性质

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是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执行国家对药品质量监督、检验的法定性

专业机构。药检所对于检查和促进药品生产，供应、使用单位提高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用药

安全有效，维护人民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棣属关系

我所直属成都市卫生局领导，业务工作并受四川省卫生厅药政处领导，在业务技术上受

：厘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指导。领导体制，从建所至1984年，我所实行党支部领导下所

长分工负责制，1985年起试行所长负责制(其中“文革”期问，实行革委会委员分工负责传Il

和党支部领导下的革委会主任分工负责制)。

第三节 工作任务

主要是：中西药品检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药检科研工作，药品标准审查复核和修

订；药检技术培训等。负责地区范围，鉴于省药检所尚未建成前，凡属省所的任务，从1962

年12月起迄今，由成都、重庆市药检所分别承担。我所负责地区是：成都、温江、乐山、雅

安、绵阳、渡口、甘孜、阿坝、凉山九个地、州、市。

第四节 地理位置

成都市药品检验所座落在四川省成都市东门大桥与九眼桥之间锦江河畔，所址在双槐树

街25号，南门为锦官驿街88号。占地8．65亩，四周围墙，绿树成荫，园庭花草满布，四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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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参加了《中国药典协一九七七年版和一JL／＼五年版，《四jli省药品标准))一九六五

年版，一九七六年板和一九八三年版， 妓四】I＼省中草药标准强第1——4批， 《四J11省中药

饮片炮铷规范协一九七二匕年版和一九八四年版， 《六省藏药标准协， 妖四)U省中草药糊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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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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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药品检验所是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执行国家对药品质量监督、检验的法定性

专业机构。药检所对于检查和促进药品生产，供应、使用单位提高药品质量，保证人民用药

安全有效，维护人民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棣属关系

我所直属成都市卫生局领导，业务工作并受四川省卫生厅药政处领导，在业务技术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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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支部领导下的革委会主任分工负责制)。

第三节 工作任务

主要是：中西药品检验；药品质量监督管理；药检科研工作，药品标准审查复核和修

订；药检技术培训等。负责地区范围，鉴于省药检所尚未建成前，凡属省所的任务，从1962

年12月起迄今，由成都、重庆市药检所分别承担。我所负责地区是：成都、温江、乐山、雅

安、绵阳、渡口、甘孜、阿坝、凉山九个地、州、市。

第四节 地理位置

成都市药品检验所座落在四川省成都市东门大桥与九眼桥之间锦江河畔，所址在双槐树

街25号，南门为锦官驿街88号。占地8．65亩，四周围墙，绿树成荫，园庭花草满布，四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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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吐艳，环境雅静，是一个药检、科研的好园地。

第五节 建所背景及地址、名称演变

我所于1960年4月，由四川省卫生厅和成都市卫生局决定筹建，那正是国民经济处于困

难时期，但由于人民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家仍拨款筹建本所。党、政组织由成都市

卫生防疫站负责领导，业务并受市卫生局药政科领导。地址暂设在成都市烟袋巷26号市卫生

防疫站。人员来源，从省、市卫生系统抽调技术人员6名和医药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分配10

名来所参加筹建工作。暂用市卫生防疫站实验室，边筹建、边工作、边“练兵”的开展业务

活动。

1962年12月12日，成都市卫生局通知， “接四川省卫生厅1962年12月4日(62)卫药字

93号批复∥、关于我所命名问题，经研究同意命名为：成都市卫生局药品检验所。今后除负责

成都地区的药品质量监督任务外，应负担川西北地区的药品质量监督工作。”。

1963年4月：，我所从成都市卫生防疫站所在地迁至成都市锦官驿街88号(原成都中医进

修学校校址)，从此独立建制。当年着手改建校舍为实验室和业务行政办公用房。组建化

学、中药和生测三个室。

1964年5月，又组建了办公室、技管室等五个室，全面开展业务工作。

1968年10月，更名为“成都市药品检验所革命领导小组。”1970年7月又改为“成都市

药品检验所革命委员会”。1979年3月8日改为“成都市药品检验所"迄今。

第二章成都市药品检验所二十六年

基本情况

第一节 国家逐年投资及决算金额统计
’

●

时 间 拨款经费 科研补助经费 决算数(支出)

1960年 25，000．oo元 20，730．01元

1961年 38，ooo．oo元 38，008．90元

1962年

1963焦

1964焦

1965箍

1966矩

1967钲

1968年

1969焦

1970钲

· 6 ‘

28，000．00元

142，289。00元

93，860．00元

106，300．00元

83，600．00元

83，000．00元

63，800．00元

62，000．00元

62，000．00元

27，379．99元

137，224。16元

96，610．51元

107，027．00元

82，225．94元

61，690．86元

53，432．82元

57，594．80元

60，023．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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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拨款经费 科研补助经费 决算数(支出)

1971链 65，000．00元 64，847．60元

1972定 91，837．18元 83，720．25元

1973焦 116，471．82元 2，326．53元 129，021．21元

1974正 ‘119，989．067[： 2，304．53元 115，127,．60元

1975焦 135，000．00元 966．53元 136，382．17元

1976年 215，400．00元 31，500．00元 214，067．52元

1977钲 139，000．00元 29，526．42元 136，047．05元

1978钲 160，000．00元 50，386．08元 162，386．52元

1979焦 165，000．00元 68，285．43元 162，261．20元

1980矩 180，000．00元 93，696．90元 165，803．29元

1981年 341，000．00元 70，444．91元 338，151．95元

1982正 214，795．00元 54，614．41元 188，317．74元

1983年 196，300．00元 76，241．93元 186，205．44元

1984焦 211，000．00元 7700．00元 192，437．80元

1985焦 259，600．00元 24，200．00元 228，819．23元

合计 3，398，242．00元 512，193,67元 3，083，157．6元

第二节 房屋建筑结构及使用分布情况

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名 称

办公大楼

实验大楼

实验室原土霉素房

药理室、动物房等

培养基、交换水、电工房等

收发室、配电室等

汽车房

大会议室、食堂

厨房、开水房

浴室、保管室等

招待室、老动物房

饲养房、木工房

厕所

职工宿舍大楼

集体宿舍

!警嚣粟尹
538

794

960

—560

182

75

119

176

68

104

128

65

89

2000

50

建筑结构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混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木

砖木

穿逗

砖木

砖混

穿逗

16． J后门住宅 33 穿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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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占地面积变动情况

1960年至1963年4月：附设在成都市：l王生防疫站内。

i963年4月：迁住成都市锦官驿街88号，原成都市中医进修学校校址．占地6．854亩。

1964年10月：建动物房，征地0．75亩，全所共占地7．604亩。

1971年3月：建“五、七”药厂，征地1．338亩，全所共占地8．942亩。

1971年3月：建“吲、七"药厂，迁移居民用地0．292亩，全所共占地8．65亩。L至

1985年底占地箍积无变动。)

第四节 新建和改建房屋情况

1963年：建培养基室一幢100平方米

1964年：建动物房一幢120平方米

1965年：建锅炉房一幢70平方米

1972年：建士霉素车间和办公褛一幢1706平方米。

1974年：建药理室和现动物房575平方米

1978年：改建土霉紊车间为实验室726平方米

1982年：建职工宿舍一一幢2000平方米

(至1985年底止，本所房屋总建筑面积为5，881平方米)。

注：1986年底已拆除原实验大楼、大会议室及培养基室等，同日十动工新建一座六层楼的

药检大楼3，371平方米，计划在1987年底竣工。

第五节仪器设备统计

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仪器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英S·P·500) l台

极谱仪(西德) 1台

圆盘旋光仪(301型) l台

分析天平(WT一2A，TG328B·329B) 3台

显微镜(国产)4台

大型切片机(西德300型) l台

酸度计(捷克2l型，成都HSD一2型) 2台

电热设备(高温炉、培养箱、干燥箱、蒸馏器) 12台

电冰箱 2台

单价在200元以上其他设备 6台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虢增加的仪器设备

自动旋光仪(美P—E241) l台

红外分光光度计(美P—E5 7，7) I台

分光光度计(72型) !台

光电比色计(58l—G) 1台

自动电位滴定仪(ZD一2型) 1台

·8 ’



数字酸度计(PHM64型)

酸度计(PHS一2型)

电泳仪(中压)

电导仪(DDS一1l型)

心电图机(日MC一6)

电动呼吸器

生理实验多用仪(YSD～4)

离体组织槽(英)

方波发生器(MF一5)

同步示波器(SBT一5)

冷冻离心机

超净工作台(SZX—CP)

无油气体压缩机

空调机

海拨高度计(4D—14型)

分析天平

盟微镜

电热设备

电冰箱

单价在200元以上的其它设备

一九七七至一九Jk--年新增加的仪器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英S·P·8—100)

气相色谱仪(日GC一7AG国产102G)

旋转薄层仪(LFZ一1型)

计算机(CASIO FX一7029)

双踪示波器(SBR一1型)
“

高频信号发生器(XFG一7型)

通离子计(PXD一2)

摄影生物显微镜(XSS一1L)

显微镜

照像机(日FX一3型)

海鸥放大机(桥式)

电动离心机(东德K23，]LD—G型)

低温冻箱(NF一2)

电冻箱

超级恒温器(LS501)

释放度仪(80—1型)

分析天平

电热设备

l台

各1台

l台

l台

l台

l台

l台

1台

3台

1台

l台

各l台

l台

2台

l台

l台

4台

16台

· 9 ·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1

l

1

1

l

2

1

l

l

l

l

2

l

4

l

7

5

n

6明



高度计(4D一14型)

单价在200元以上的其他设备

一九八三年新增加的仪器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75l—G)

显微描绘器(XF3型)

读数显微镜

分析天平

单价在200元以上的其他设备

一九八四年新增加的仪器设备

真空泵(ZX～l型)

隔水培养箱(PYX—DHS一40 X 50)

教学投影幻灯(jTD～1)

数学万用表(DT一860)

菌落计数器(JRL—S1型)

生化培养箱(LRH·250A)

电子交流稳压器(6·4A)

复印机(SFT800E型)

热原测定仪(BY—B型)

一九八五年新增加的仪器设备

精密标准天平(TG31)

匀浆机(Ya一3型)

酶测定仪

真空泵(水吸)

高温电炉(SRJX一4一10)
崩解仪(BYT—C一6管型)
除湿机(CD342P227)

抑菌圈面积测量分析仪(Z一82A)

冰箱(ST一175)
隔水式培养箱(65×50 2CITI)

鼓风干燥箱(45 X 40 2cm)

数字酸度计(PHS一3C)

第六节 图书资料统计

1台

15台

l台

l台

1台

2台

1台

1台

1台

l台

1台

1台

l台

l台

1台

l台

1台

l台

1台

l台

l台

1台

l台

1台

l台

l台

l台

l台

1 图书(册) 期刊杂志(种)
时 间『⋯．——～一}～ 一⋯。一一～_一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一——一————一——————～——』一一——一——一二————一————上————一
1966年前1 714

1976年前f 1530

1982年前1 3535

1984年前1 41】5

1985年前{4378

611

1205

259l

2766

3078

65

88

114

148

113

·10·

；数一)))))黼躺一咻咻啡咻腓

库鼾

纵叫抛喜}啪

6

8

8

6

6

1

1

4

7

9

5

5



据统计(1984年8月前)，本所库藏期刊：英语i09种，日语19种，俄语28种，德语1种。

1985年底共藏图书27254册。

第七节 中药标本统计

时 间 药材标本(瓶)
植 物标本

科 数 份 数

1978年前 2675 135 5457

1982年前 3471 145 6943

1984年前 3600 149 11006

1985年前 ：4048 149 11000

第三章成都市药品检验所二十六年

组织建设情况

第一节 同仁录及职工减少名录

一九六。年(共16人)

徐智明 王仁恕曹善辉伍光荣刘芳伯 汪昭武刘修志张子瑛钟淑芬 邹兴碧

罗时珠舒仕淑罗志静叶乃清任玉贞冷祯清

一九六一年(共27人)

彭万荣胡能杰 阳建秀 肖良端张希芹孙淑云罗静辉 宠贵极

张灿坤

一九六二年(共29人)

冉正秀 廖肇国 张宗勇刘仕华余美章张成俊 郭志先何厚文

一九六三年(共35人)

宋达成

邱淑华

张元华

董锦荣

张淑华

范子云 尹启芬霍圣君唐玉秀 乔眼蛮林天佑徐惠明

一九六四年(共52人)

杨正端 陈道贤

林永华冯象贤 汤立新周惠民 李丽妹 陈宗岱 刘晓晴 张庭燕 王瑞珍

潘延汉王宁逖黄仁玉邓居昌 曹玉惠 廖智君 彭天佑

一九六五年(57人)

朱淑芳向瑛英张光富欧阳瑜

一九六六年(共57人)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本所未进人(三年均为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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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1984年8月前)，本所库藏期刊：英语i09种，日语19种，俄语28种，德语1种。

1985年底共藏图书27254册。

第七节 中药标本统计

时 间 药材标本(瓶)
植 物标本

科 数 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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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前 3471 145 6943

1984年前 3600 149 11006

1985年前 ：4048 149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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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孟君

何兴文

郑孔达

范成林

张华林

周光融

熊士立

黄正明

胡群秀

一九七O年(共56人)

一九七一年(共57人)

郑露露

一九七二年(共67人)

粟道娥施碧惠谭国蓉

一九七三年(共69人)

张义东李昌阳

一九七四年(共72人)

井悦任启惠傅晓沧

一九七盈年(共78人)

姚宗林魏思信马列生

一九七六年(共89人)

王伟易翠华史月霞

顾哲明霍嵋 曾义泉徐锡成李玉兴谢纲捷

曾隆贵林茂梅

何志刚 温厚群杨幼珙 肖素蓉杨万蓉王竹华

一九七七年(共93人)

孙迎辉杜开蓉严庆林凌宗岷

一九七八年(共96人)

刘桂芬屈建蓉钱均明唐呈明袁红梅

一九七九年(共101人)

尹明莉焦景芳唐忠荣王永康李萍陶桂贞郑桅

一九八。年(共101人)

徐惠群汪浩

一九八一年(共104人)

蔡青余少林何延宾

一九八二年(共106人)

黎跃成吴川彦董蓉秋刘婉玲

一九八三年(共105人)

任亚熙乔力

一九八四年(共105人)

朱蓉

一九八五年(共106人)

都平王彤彤舒代兰周世玉

职工减少(调出)名录

一九六二年

曹善辉邹兴碧罗时珠刘修志

一九六三年

孙淑云胡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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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健王安颖

罗静辉张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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