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时间来， 一些不良商贩

利用网络大肆坑害人民群众，对

此， 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

瑛称，目前，经批准可以向个人消

费者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

网站只有12家， 且处方药品禁止

在互联网上销售。

颜江瑛提醒， 不要在未经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电信业务

主管部门批准的互联网站上购买

药品。 即使在经批准的合法网站

购买药品，也要加倍小心，谨防造

假者鱼目混珠。 ■记者张春祥
实习生姚冶通讯员王余友

尽量不要在网上
购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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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9日讯家中常见病如
何安全合理用药？今后54类常见疾
病将有章可循了。今日上午，在湖南
省新华书店图书城，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省
药监局副局长饶健等将崭新的“安
全用药”科普读物送到了社区代表
手中，由此拉开了湖南“安全用药，
家庭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序幕。

颜江瑛称，近年来，随着药品监
管力度的加大，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和检测制度的不断完善，公众安全
意识的不断增强，安全用药问题日
渐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此次科普宣传为湖南人民带来
了一系列科普读物，涉及贫血的治
疗、小儿常见病治疗、心血管患者常
用药品的安全使用等，全套共有50
多本，可谓是一套家庭必备的用药
百科全书。这套丛书由钟南山、肖培
根、陈灏珠、郭应禄4位院士担纲学
术顾问，全国各大医疗机构在一线
工作的科主任负责编写。

■记者张春祥
实习生姚冶通讯员王余友

9月9日， 卫生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应对甲型H1N1流

感大流行的医疗救治准备工作，

根据病情采取分类救治措施：

轻症病例居家隔离治疗居

家治疗由定点医院经治医师结合

相关诊疗方案和患者具体病情确

定，在征得患者同意后进行。

在定点医院集中收治在满

足日常医疗需求和急危重症救

治的前提下，指定定点医院集中

收治甲型H1N1流感病例。

重症病例送定点三级医院
定点医院中指定具备较强综合

实力和救治条件、符合呼吸道传

染病收治要求的三级医院，集中

收治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例。

■据新华社

卫生部要求做好
甲流大流行医疗准备
甲流患者
分级分类救治

甲流“第二波”疫情来袭
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疫苗暂不公开卖，易感脆弱人群先“种”

9月9日上午，来湘参加湖南“安全用药，家庭健康”科
普宣传活动的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接受了记者
的专访。作为一名湘妹子，面对家乡的媒体，颜江瑛很健
谈：甲流疫苗从研发到上市只有87天，但标准不降低、程
序没减少；甲流疫苗有效率达90%，接种方案基本确立，易
感和脆弱人群优先注射，暂用于应急储备，暂不会上市销
售；网上购买药品大多数是陷阱；全球有一半的药品存在
不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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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药”百科全书送百姓
54种常见病有章可循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颜江瑛（右二）与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饶健（右一）向社区代表赠书

从研发到上市只有87天，

这么短时间研制出来的甲型

H1N1流感疫苗，安全性和效果

能得到保证吗？“虽然只有87

天，但是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

少，国家根据监测，有效率达到

了90%。”颜江瑛说，按照国际

公认的标准， 有效率达70%就

可以，大家不用为此担心！

颜江瑛称， 之所以这么快

研发出来， 与政府重视有很大

关系， 中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

的力量，包括政府部门、研究部

门，还有企业共同参与。企业拿

到毒株以后， 全力以赴做相关

研究工作。 卫生部疾病防控中

心统一设计全国的甲型H1N1流感

疫苗临床试验，10家企业共同参加。

我们按照特别审批的规定， 快速审

评、审批，及早介入，跟研发部门和

企业共同开展研究。 正是因为这样

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早期介入，

在审评过程中及时与企业沟通，使

研发没有走弯路。

甲流疫苗是不是也会和普

通疫苗一样上市销售，老百姓可

以随意自费接种？ 颜江瑛表示：

“根据我国目前制定的防控策

略， 甲流疫苗将用于应急储备，

不会上市销售，国家将根据防控

形势来统一协调分配疫苗。”

颜江瑛介绍， 卫生部部长陈

竺8日表示， 我国甲型H1N1流感

疫苗接种方案的原则已经确立，

易感和脆弱人群优先。 这部分人

群包括：中学生；有基础性疾病的

人群， 特别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在一线工作的

公共服务人员， 例如医务人员、口

岸检疫人员、铁路民航工作人员以

及武警、公安等。 ■记者张春祥
实习生姚冶通讯员王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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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流疫苗，有效、安全

易感和脆弱人群优先接种

“甲型Ｈ1Ｎ1流感确实在以

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传播， 有的

国家一天的发病数量相当于以前

一周的数量， 根据全球和我国的

疫情形势，我认为‘第二波’疫情

已经到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

曾光指出， 目前疫情毫无疑

问是处于上升趋势， 但这种趋势

近期只是一个开始， 往后发病人

数上升还有可能加剧。

目前来看，内地的疫情主要是

伴随学校开学而蔓延。 但曾光指

出，这只是疫情的表面特征，实际

上疫情的走势还有一根线， 那就

是由原来在大城市开始向中小型

城市传播。 这将对疫情防控带来

更大的挑战和冲击。 ■据新华社

疫情走向
发病人数还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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