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名为治理“名不惊人不罢休”乱象

记者调查发现， 早在上个世
纪

９０

年代，国家主管部门就已提
出对中成药命名进行规范。

１９９７

年， 由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写的
《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明确提
出了中药、化学药品、生物药品、

放射性药品以及诊断药品的命名
原则。

记者注意到， 此次意见稿的
命名新规正是依据通用名称中提
出的各项原则。

付立家认为， 对中成药命名
进行规范是必要的，“这是历史形

成的问题。 过去很多药名都是地
方批准的，没有统一命名的规则。

此外，不少中药虽然是一个名字，

但实际上不是一个方子。 ”

尤其是近年来，百姓对药品、

保健药品需求日趋旺盛， 打着保
健品旗号的中成药夸大式命名乱
象频出。 业内人士介绍，个别药企
生产的中成药品质良莠不齐，却
在命名上“名不惊人不罢休”，随
意吹嘘疗效， 导致很多老年消费
者上当受骗， 规范中成药命名势
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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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咳喘灵、强力枇杷露、速效救心丸……这些耳熟能
详的药名或将改头换面。 国家食药监总局

１

月
１１

日公开征
求对中成药命名新规的意见， 要求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总
局指定邮箱，

２

月
１５

日正式截止。

记者检索发现，按照新规意见，数千个药品或将需要改名。 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表示，该项工作开展坚持以下原则：一是严格
规范。 对已上市中成药中，名称中存在夸大疗效、含迷信和低俗不雅
用语的，要求企业重新命名。 二是分类实施。 对已上市产品和新申报
产品予以区分。 对已上市中药，拟区分属夸大、暗示疗效还是属于命
名不规范，对不规范问题将循序渐进予以处理。 三是合理过渡。 考虑
企业的实际情况，在产品更名后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

改名涉多家药企和品牌，

将产生新注册成本

《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
见稿）》提出，中成药命名应避免采用可能给患者以
暗示的有关药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或治疗
学的药品名称，如“降糖、降压、降脂、消炎、癌”等字
样；不应采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如“宝”

“灵”“精”“强力”“速效”，或“御制”“秘制”等溢美之
词。 此外，中成药一般不应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
称命名，不应采用封建迷信或低俗不雅用语。

对于市场上已有的中成药，意见稿提出，该指
导原则不仅适用于中药新药的命名，也适用于规范
原有中成药的不规范命名。 对于沿用已久的药名，

如必须改动，可列出其曾用名作为过渡。

老药涉及面有多广？ 在食药监总局药品数据
库国产药品一栏中，记者输入部分涉及更改的关键
词，可检索到数千个药品批文，其中光名字中含有
“灵”字的药品就有

２０００

多个。 多家上市药企的药
品或涉及改名，包括同仁堂、贵州百灵、中新药业、

华润三九、天目药业、神威药业等。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总监李
劲表示，如果命名不能用地名，云南白药系列的

７

个剂型、

７

个产品都将受到影响。除含“云南白药”

４

个字的剂型和产品外，云南白药系列可能涉及改名
的药品品种还包括：复方牛黄消炎胶囊、蒲地蓝消
炎片、消炎止咳片、莲芝消炎片、消炎退热颗粒、消
炎镇痛膏（以上均含“消炎”二字）、小儿宝泰康颗
粒、百宝丹、更年灵胶囊、消渴灵片（以上含“宝”

“灵”字眼）等。

李劲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意见稿实施，许多
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将受到较大影响。 “假如云南白
药需要改名， 那么云南白药

１１５

年树立起来的品
牌、声誉、公众认知或将坍塌，预估损失将超过

１００

亿元。 ”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立家说：“改
名意味包装材料、说明书、小盒、纸箱、标签通通需
要变更，生产包装成本姑且可以计算、承受，但对于
老字号品牌而言，更名带来的无形损失非常大，还
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二次市场培育，让消费
者知道更名后的产品就是原来用惯了的老药。 ”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药企来说，更名后
需要到当地食药监局重新注册，对于更名量大的企
业而言，注册费用将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各地收
费价格不一样，少数省份不收费，大部分省份都是
收费的。在北京一个产品就要交

６６００

元。 ”该人士
说，他所在的企业有

３５

个产品或将涉及改名，光注
册费就得

２３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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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中药命名应兼顾文化传承与监管

对于现有中药必须全部改
名， 不少消费者表示很难理解。

昆明市一小学教师刘悦说： “像
云南白药气雾剂、 马应龙痔疮
膏、 风油精都是家里常备药，老
百姓都认这些牌子，如果一夜之
间这些名字都不存在了，会觉得
很不适应。 ”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王英告
诉记者， 协会已于近日召开座谈
会，组织会员企业认真讨论，将意
见集中报送食药监总局。

李劲认为，一些耳熟能详的老
字号、老品牌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
优秀代表和象征， 具有世界影响
力，需要区别对待。比如美国《巴伦
周刊》就把云南白药列为了“美国
人必须知道的

１０

个中国品牌”，云
南白药一旦更名，其代表中国的品
牌形象将无从谈起。

“不能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来管
理中医中药，在命名上尤其如此。”

中国社科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组
长陈其广说，中国传统中药在命名
时往往要把发明人、生产地、君药

的名称等因素都考虑在内，如“季
德胜蛇药”“马应龙痔疮膏”“赵南
山肚痛丸”等，这是对发明人贡献
的一种认可。

此外，中医药讲究“地道性”，

地名是最好的体现。 “比如云南白
药， 不是全国只有云南有白药，而
是只有云南白药的药效最好。 ”陈
其广说，如果人名、地名都不能作
为药名的话，中药就会彻底丧失传
统文化底蕴。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 中医
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 中成药
的名称需要规范， 但也要尊重老
字号老品牌。“规范管理药物名字
确实能够减少夸大疗效药品对消
费者的误导， 但对于少数具有历
史渊源的、约定俗成的、老百姓认
可的、 有口碑有市场的老药不宜
一刀切。 ”郑进建议，可视情况分
类管理， 对于没有历史渊源的新
药可按新的命名办法约束， 对于
老字号品牌的药名， 则不应强行
更名。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