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 &管理 

标的力度不够，标准不够统一，会给 

下一步的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经营企业两证的审查要点：应着 

重查其经营范围，防止无生物制品经 

营权的企业代理经营生物制品；还应 

注意其许可证的编号，防止一证多 

用。 

新药证书的认定：应当明确批文的 

格式、批准时间以及签发部门；另外对 

执行的地方标准的药品应有统—的认定。 

今后应逐步过度到统一的国家标准上。 

企业授权书的审查：应当认真审 

查生产企业授权书上所授权的经营企 

业的名称，且授权书不能有涂改，如 

有涂改应作废处理。 

药品的审查：药品是招标的核 

心。首先应分清药品的质量层次。例 

；hA层次药品规定为 “保护期内的专 

利药品”，这里面含有 “专利药品”和 

“保护期”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只有分 

清了这些概念才能正确划分其质量层 

次。在招标中出现了同一个药品被不 

同的投标人按不同的质量层次填报， 

这就会出现一个药品在两个质量范围 

竞标，影响了招标结果。其次应正确 

填写药品的规格和包装。如投标人报 

一

支的价格，计算机根据换算单位生 

成了0．1支的价格等，出现了高报价 

反而中标的情况。 

初审人员素质的要求：初审人员 

一 定要具备一定的药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并掌握每次招标的文件精神和评判标 

准。 

计算机的网络信息资源不够充分： 

由于网上招标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计 

算机软件设计不够完善，而每次招标的 

具体要求又不完全相同，本身也要求计 

算机软件能不断修改和不断完善。 

对评标过程的几点建议 

评审专家的筛选及培训：专家的 

专业知识范围不尽相同，有的专家甚 

至对药品完全不了解。例如专家中有 

护理部的主任、后勤副院长等人员， 

作为少有接触临床的行政人员对药品 

了解太有 有的专家虽是药学专业 

人员，但因长期在医院从事非专业工 

作，面对层出不穷的商品药也是知之 

甚少。要想让专家真正发挥作用，希 

望今后拿出时间加强对专家的培训， 

让他们先接触样品、包装、说明书及 

更多的信息，让 专家们充分认识药 

品、比较药品，然后再评定药品。 

专家评分过程能否因人而异：能 

否让此过程完全个体化，根据专业知 

识范围，每个专家只需对计算机分配 

给他的药品一一评判，不必对每一个 

药品大家同时评判，最后结果由计算 

机自动汇总出来。 

评标的时间再充分一点：今后 

应增加专家培训时间，适当延长评 

标时间。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是 目的，随 

着医药改革不断深入，药品生产过 

剩、流通秩序混乱和药品价格机制、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等问题将逐步得到 

解决和完善。相信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最终必将成为历史。 Ii 

在真正采访池老之前，我收 

集了许多关于池老的资料，也询 

问了很多人，发现池老是一个非 

常持之以恒的人——无论是他的 

研究，还是他的为人。 

曾经与池老共同为上海药物 

研究所奋斗近50载的嵇汝运老先 

生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原则性 

很强，工作很努力的人，在研究镇 

痛药的过程中，他付出了很多心 

血，坚持了很长的道路，也收获了 

很多硕果。” 

一

个做了池老近30年下属的 

工作人员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老池是一个为人正直 、学识渊 

博、以身作则、谦虚诚恳、平易近 

人的好老师、好领导，这近 30年 

的言传身教，我们都了解到老池 

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遇到困难就退 

缩，半途而废的做人做事的不 良 

作风。” 

一 个文质彬彬的池老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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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 ‘‘ 老 池 ，， 

访上海药物研究所池志强院士 

本刊记者：邓卓玉 

陈晓岚博士生在池老的指导下给杂志 

供稿，在撰稿期间，经常就文章的细 

节问题和编辑沟通，就连文章中的一 

幅插图都孜孜不倦地进行修改，当我 

们为她这种精神赞叹的时候，她丝毫 

不以为然地告诉我：“我们池老师才 

是真正的治学严谨，虽然他的工作非 

常繁忙，经常出差、开会，但他一有 

空就来指导工作、修改我的论文。” 

为了更了解池老，记者拨通了池 

老的电话，在听记者说明采访意图 

后，池老非常谦虚地说 “其实我是一 

个非常平凡的人，工作上没什么值得 

写的，生活上更没什么值得写的。” 

记者：您非常注重坚持，尤其是 

在研究方向上，但是有很多人害怕这 

种 “坚持”会走到一个死胡同去，会 

“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认为还不如 

“见风使舵”来得保险。 

池老：成功并不会站在路口向你 

招手的，只有当你不断努力，不断克 

服困难的时候才会看到她难得的微 

笑。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也许会尝到一 

点点甜头，但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 

功。其实在研究的漫漫长路中，每当 

你克服一个难关，都会有一定的收 

获，这些收获足以支撑你去克服另一 

个难关，而且做学问也是不断深入的 

过程，你挖得越深你就会发现你的问 

题越多。 

记者：听说您是浙江省黄岩市 

人，那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您认为 

成功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重要吗，您 

受到的教育和对子女的教育又是如何 

呢? 

池老：环境和教育当然很重要， 

可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 自己。我自 

小读书都是 自觉的，父亲是个读书 

人，很开通，基本不管我，让我自由 

发展，从小都教育我自力更生。我上 

大学的生活费都是 自己打工赚的。对 

于子女的教育也是一样，让他们学会 

自己管理 自己才是最根本的。 

记者：您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 

是不是在生活上您也是一个严肃的 

人? 

池老：工作和做研究必须要严 

谨，科学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每个 

新学生或新同事到我们部门来，我都 

要跟他们谈谈——关于从事科学工作 

的态度，要求他们一定要踏踏实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个实 

验，做好每一个记录。但是在生活上， 

我们这辈人都并不很在乎，我不穿名 

牌、不坐小车，住的也是原来分配的 

公房，习惯了，觉得没有必要改变。 

这就是池老，也是老池 (他的同 

事和学生都叫他老池)，按照他的说 

法就是很平常的一个人，只不过在工 

作上执着一点，研究上执拗一点! 

池志强 1949年毕业于浙江 

大学药理学院药学系；1959年 l1月 

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 儿科医学院 

研究生部药理专业，获医学副博士 

学位。1953年至今在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 究所从事药理学研 究，现 

任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研究员， 

1997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池 

院士1953年 开始从 事药理 学研 究， 

70年代后期起，他从事强效镇痛剂 

及阿片受体选择性配体研究，并首 

先在国内开展阿片肽受体及其高选 

择性配体研 究，取得突出成绩，获 

国际同行承 认 ，曾被选 为国际麻醉 

剂研究会执行委 员，是我国第一位 

担任该组织的执行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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