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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15日讯（记者
李钢） 立秋后天气渐凉，但蚊虫
仍活跃，一些传染病依然高发。近
日，省卫计委就发布防病信息，提
醒公众预防进入多发季的流行性
乙型脑炎。据介绍，该病虽发病率
不高，但病死率较高，且幸存者多
会留下较重后遗症，省卫计委提醒
公众要尤其注意。

专家介绍，流行性乙型脑炎

是一种由嗜神经病毒引起的自
然疫源性疾病，由携带乙脑病毒
的蚊子叮咬人后感染所致。被叮
咬的人大多数不发病，呈隐性感
染，只有极少数人发病，发病率
一般在2-10/10万，病死率较高
(5%-50%)，约有1/3的幸存者愈后
留下终生的神经精神障碍。

统计显示，我国是世界上乙脑
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该病一般有

严格的季节性，主要限于夏秋季(6-
10月)，流行高峰在8-9月。近几年各
地病例甚至有增多的情况。

疾控专家介绍，一般来说，
10岁以下的儿童最易感染乙脑。
但近年来的临床发现，免疫力低
下的幼儿和成人，尤其是老年人
也会患乙脑。

据介绍，乙脑潜伏期一般
为10-15天，可短至4天，长至21

天。感染乙脑病毒后，症状相差
悬殊，大多无症状或症状较轻，
仅少数患者出现中枢神经系统
症状，表现为高热、意识变化、
惊厥等，且在 2 - 3天后逐渐加
重，重症患者可迅速出现昏迷、
抽搐、吞咽困难及呼吸衰竭等
表现。专家特别提醒，如出现以上
症状，又没有流鼻涕、咳嗽，且难退
烧、精神差等情况，就需提高警惕，

最好立即到专业医院检查治疗。
省卫计委提醒，要预防乙脑

关键是做好灭蚊和人群免疫等。
秋季虽然变冷，但蚊虫活跃。灭
蚊是预防和控制乙脑流行的根
本措施。居民最好使用蚊帐、搽
用防蚊剂及蚊香、灭蚊器等进行
防蚊。预防接种是保护易感人群
的有效措施，及时接种乙脑疫苗
可以有效减少发病。

本报济南9月15日讯（记者 刘
相华） 据成品油“十个工作日一调
整”的原则，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9月
16日24时开启。记者从多家咨询机构
获悉，“六连跌”后，国内油价或迎今
年下半年以来首次上涨。

“上一轮调价周期末期原油连
续暴涨，虽未改变其六连跌走势，
但却抬高了本轮调价的基准油价，
从而使得本计价周期伊始，原油变
化率即处于正值高位，虽后期原油
宽幅震荡，但始终不改涨价预期，
本轮调价以上调落实基本确定。”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能表示。

按照据卓创调价模型显示：截
至9月14日收盘，第9个工作日原油
变化率为5 . 02%，对应上调120元/
吨。折合成升价，为：93#汽油上调
0 . 09元/升,0#柴油上调0 . 1元/升。
对于油价后期走势，王能表示，若
下一周期原油维持目前宽幅震荡
走势，并使得原油基准价下跌1-2
美元/桶，则下一轮调价将以下调
落实，若原油基准价反弹1-2美元，
则不排除有搁浅的可能，油价连涨
的可能性极小。

油价六连跌后

或会涨一毛钱

国国际际航航空空体体育育节节即即将将在在莱莱芜芜开开幕幕
为期三天，各种难得一见航空表演和竞赛让你一次嗨个够

“乙脑”进入高发季，省卫计委提醒公众预防：

蚊蚊子子咬咬后后高高烧烧，，小小心心乙乙脑脑找找上上门门

济济南南皮皮防防院院院院内内制制剂剂““上上黑黑榜榜””
医疗机构自家药已多次被查出问题，业内呼吁应加强监管

本报莱芜9月15日讯（记
者 陈静） 2015中国国际航
空体育节将于9月19日至21日
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航空科
技体育公园举行，记者了解
到，航空节竞赛活动时间表已
经出炉，其中，开幕式上的航
空表演项目堪称天空中的“速
度与激情”。

本届航空运动会共分为
三部分：航空表演项目，航空
体育竞赛和航空运动器材展
览。航空体育竞赛的练习飞行
和比赛环节于9月15日提前开
始进行，9月21日正式结束。竞
赛部分包括两项比赛内容，分

别为全国跳伞冠军赛和国际
动力伞邀请赛。随着赛事水平
和赛事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航
空节比赛的专业水准以及参
赛飞行员、运动员的水平能力
也随之“水涨船高”。

据悉，9月19日上午在雪
野旅游区航空科技体育公园
内将有飞行表演预演和彩排，
14：00，开幕式正式开始。开幕
式上将会有精彩的航空表演
项目：直升机悬挂巨幅国旗飞
翔；“25人踩伞”跳伞、“20人喜
降彩带、天女散花”跳伞、“9人
空中礼花”跳伞；动力伞（22具
大编队、单组演示）；动力悬挂

滑翔机（5机编队、单机演示）；
自转旋翼机（3机编队、单机演
示）；航空模型（2架花式演示、
3架涡喷演示和5架遥控纸飞
机编队2架钢铁侠演示）；无人
机（3架编队演示）；法国动力
三角翼与雁共飞编队表演；通
用飞机表演（7架通用飞机大
间隔编队飞行）；热气球（20只
分2-3个区域飞离会场）；风洞
表演和体验项目。

航空节期间还有航空运
动器材装备展、通用航空论
坛、各类航空文化旅游活动。
国内外航空运动器材设备展
商100余家，进行各类轻型、超

轻型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滑
翔机、动力悬挂飞行器、热气
球、飞艇、空中滑板、降落伞、
牵引阻力伞、滑翔伞等固定
翼、螺旋翼、伞翼飞行器和性
能展示；各种飞行器生产设备
展销；中外飞行训练基地培训
机构展示和招生；其他飞行有
关的辅助装备、用品及航空纪
念品开发展示。

航空节期间，还将举办航
空美食节、热气球集体婚礼、
航空摄影展、以航空为主题的
大中学生绘画展等，以及原创
乐队露天音乐会、莱芜梆子演
出等。

本报济南9月15日讯（记者
刘志浩） 近期，省食药监局

组织各市食药监局对全省药品
生产环节药品、中药饮片（材）
进行了质量抽验，抽检发现了
38批次的不符合标准规定药
品，其中包括济南市皮肤病防
治院生产的两批次医疗机构制
剂。

据了解，此次省食药监局
组织开展的评价性抽验791批，
合格791批；各市食药监局自行
组织开展的重点监督抽验933
批，发现不符合标准规定药品
38批，包括33批中药饮片、3批
医疗机构制剂、2批中药提取
物。

记者注意到，包括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生产的两批次院
内制剂硫代硫酸钠溶液、复方
色甘酸钠乳膏等在内药品被判
定为“含量测定”不合格。

据了解，硫代硫酸钠主要
用于抗过敏，降压等的治疗，复
方色甘酸钠主要用于防治支气
管哮喘、喘息性支气管炎等。

14日下午，济南市皮防院
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
由于在抽检过程中硫代硫酸钠
原料药受潮，带有一些结晶水，
导致工作人员称量药物时分量
不足，出现了“含量测定”不合
格的结果。

“接到食药监局通知后，我
们进行了整改，并对药检人员
进行了调整，现已整改完毕。”
该负责人表示，当时剩下的药
品均已做封存销毁处理。

除此之外，食药监部门在
一些抽检药品中发现还存在二
氧化硫、水分、杂质、浸出物等
不合格项目。

食药监部门表示，对本次
不符合标准规定的药品和违法
药品生产企业，将根据药品管
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组织查
处。

谁来监督医疗机构自家制的药
此前食药监部门抽查的

药品中，多次出现“医疗机构
制剂”的身影，山东省2013年下
半年评价药物抽样检验不符
合标准规定的药品名单中，曾
一次性出现过20个批次的院
内制剂不合格的情况。

医疗机构制剂是指医疗
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要经
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
方制剂，又被称为院内制剂。
据了解，医院制剂起步于上
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
我国制药生产落后，药品供
不应求，一些医院就自行手
工调配药物。改革开放后，由
于医疗机构被获得的直接财
政收入减少，为了创收，很多

医疗机构就利用其在治疗领
域的垄断地位，制作医疗制
剂获得经济利益。据统计，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乎每
家省级医院都有200种左右
内部自制制剂。

根据省食药监局网站信
息，我省是医疗机构制剂数
量较多的省份，至2011年共
有4259个制剂批准文号，确
保了临床用药的需求。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的
药品分两类：一类是药监部
门批准，可以在全国范围售
卖，另一类就是只能凭处方
在医院内部售卖的医疗机构
制剂。

“很多制剂并没有经过

严格检验。”该人士表示，这
就给院内制剂的安全性埋下
隐患。

更有甚者，现实中一些
小诊所或医院门诊部未取得

《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打
着祖传秘方、特效药的幌子
非法配制制剂，并以方便患
者为借口夸大疗效和适用范
围。

“药品不同于其他商品，
使用必须非常谨慎。”该业内
人士建议，要确保药品使用
安全，尤其要加强对医疗机
构配制制剂监管，“抽检不合
格的，就要加大处罚力度，并
督促它们严格按规范配制。”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延伸

济南读者张先生递纸条：我5

年前诊断为2型糖尿病，但治疗期
间我并未听从医生建议控制饮
食和控制饮酒，3个月前，我开始
出现双下肢麻木，有时候像针扎
一样疼痛而且还有一种蚂蚁爬
的感觉，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山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博
士生导师赵泉霖传答案：糖尿病
的并发症可累及全身各重要器
官，可单独出现或者以不同组合
同时或先后出现。且糖尿病患者
多因并发症致残致死。糖尿病周
围神经病变(DPN)是糖尿病晚期
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其发
病率高达60%-90%，随着病程的
延长，患病率可达90％以上，临
床特征为四肢远端感觉障碍及
运动障碍，表现为肢体的麻木、
疼痛、皮温减低、蚁行感、肌肉无
力、腱反射减弱或消失，活动受
限等，常伴有不同程度肌肉萎
缩，它既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
死的重要原因，又是促进其他糖
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原因之一。这
位读者很可能就是糖尿病周围
神经出现病变。

本病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及
时治疗,就会引起运动神经和感
觉神经的损伤,合并内脏神经损
伤和微血管病变,出现肢体和内
脏的损伤和慢性功能障碍,给患
者带来极大痛苦。

中医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
病变有独特的优势，建议这位病
人来医院面诊，根据具体的症状
及个人体质，辨证施治。

医院制剂自产自销，常常成为监管空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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