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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底，史成桥
在32岁的年纪被确诊为多
发性硬化（复发缓解型），正
值该病被纳入中国《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本就热心公
益的他，在帮助罕见病友群
体之外，在患者社群内外持
续开展疾病科普和公益倡
导。

根据2020年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对药品贮藏的
规定，“阴凉处”系指不超过
20℃，“冷处”系指 2℃到
10℃，“常温”系指 10℃到
30℃。

根据《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2016年修正版），
企业应当“按照包装标示的
温度要求储存药品”，营业
场所应当有监测、调控温度
的设备，如果存放条件不达
标，可能会导致药品质量下
降、疗效降低，甚至变质失
效，服用后会产生不良反
应，甚至发生中毒现象。

史成桥向记者表示，面
对消费者对温度的顾虑、善
意提醒和监督，大多数药店
不当回事——

他多次走访过位于四

川省人民医院附近的一家
药房，对于“阴凉区温度计
25℃已超标”“应在阴凉区
的药品摆放到了高温区不
当”等提醒，店长、店员一次
次不耐烦地辩解称“合规”，
自称负责人的经理在抢夺
手机时指责其无理取闹。
在市场监管人员到店检查
过后，他回访发现，店内阴
凉区温度降到了22℃，仍属
超标。

在多家药房，负责人高
声制止史成桥拍摄店内温
度计、推搡并抢夺其拍摄温
度计的手机，致其受挫伤、
手机摔坏，店方还主动报
警。最后经调解，店长给出
的书面道歉仍在重申“不允
许拍照”。他几次回访发
现，这几家药店的温度问题
仍无改善，店员更强硬地阻
拦其拍摄温度计，甚至将阴
凉区内温度计藏了起来。

也有个别药房重视建
设性意见并主动整改：一心
堂大药房紫荆东路店，店员
爽快地欢迎他协助排查，当
场将很多药品转移到阴凉
区，不过处方区仍是“死
角”，普通顾客无法进入查

看详情；另一家一心堂大药
房的较大门店，到他第五次
走访时，终于对药品温度问
题予以足够重视、充分整
改，店长透露“不知道您来
头，怕被罚款”。

史成桥注意到，有的药
店即使将阴凉区空调一直
打开到最大，阴凉区温湿度
计仍显示在25℃以上。在
日照下，即使有帘子、玻璃
阻隔，靠近门口区域温度常
超过30℃，已不适宜摆放大
多数药品。

而一款近乎饮料的中
成药金银花露，理应置于不
超过20℃的阴凉干燥处，却
常常出现在最靠近门口的
货架上。“这难道不会变质
吗？我很担心。”史成桥说。

成都青羊区的一家药
房的店员在闭店前曾向史
成桥表示，店内热是因为下
班关了空调。在这家药房，
史成桥甚至看到冷藏柜也
处于断电状态，店员轻巧地
回应称“电源松了”。数日
后回访，该冷藏柜温度显示
8.5℃，仍未达标，超过其中
大多数药品的储存温度上
限。

一位罕见病患者的“夏季保卫战”：

药品储存温度达标了吗？

史成桥（图右）与知名渐冻症患者、京东集团原副
总裁蔡磊合影。

一家药店阴凉区的温度计显示为26℃。

夏季持续极端高温天气下，药店储存药品温度能否达标？市民能买到放心药
吗？7月底，成都罕见病多发性硬化病友史成桥自费购买了数支温湿度计、测温枪，
心怀担忧地走进数十家当地大药房进行实测，结果令他大为震惊。

史成桥看到，大量需阴凉储存的药品并未放入阴凉区，甚至常被日光直射；大多
数药房阴凉区常常不开空调、不关门，没有将温度控制在20℃以下的意识；多家药
店冷藏柜超过药品储存规定温度8℃……而店员、负责人对此违规状况往往无动于
衷。

“在药品储存温度的
问题上，消费者很弱势：没
看说明书的人，不清楚保
存温度关系药效，也很少
怀疑药店；想要维权得花
几百元检测费找专业机
构，可能还查不出问题；药
店往往不会将监控对着温
湿度计，内部质检只看提
交的温度计照片。最容易
发现问题的不过是栓剂、
膏药等，高温后会影响使
用或外观改变。”史成桥
说。

多次拨打12345求助
药监局后，史成桥收到了
青羊区、武侯区等市场监
督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反
馈，从一开始的“未发现问
题”，到对方看过提交的证
据视频后前往相应药店检
查又“发现问题”，相关问
题已经得到改正。但史成
桥对此并不放心：药店面
对监管部门就像“猫捉老
鼠”，应对检查之后又将恢
复原状，“闭店时关空调属
于监管盲区，难道30℃的
夜晚，药品就不会高温失
效、变质了吗？”

史成桥曾用手机拍摄
到一位药房的店长将温度
计拿到大厅空调下吹，尽
快降低显示数值后，再放
回原位。“药店的温度计虽
然通过了年检，但对温度
变化不够灵敏，检查时容
易被钻空子。”史成桥说。

史成桥走访药店的这
段时间，记者先后联系了
青羊区与金牛区的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方均表示将
由负责相应辖区的市场监
管所现场察看处理。

近年来，全国各地多
次查处药品储存温度违规
问题。据长江网报道，今
年7月17日，湖北省黄石
市黄石港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群众反映，胜阳港
辖区的一家药店阴凉区内
未开空调。该局于当日上
午对辖区多家药店进行了
检查，发现两家药店存在
阴凉柜未启用空调系统、
药品堆在地上等问题，要
求立即整改。为了监督整
改工作的进行，该局工作
人员将相关情况记录在药
品移动监管平台上，以确
保问题的跟踪和解决。

据浙江检察网消息，
2020年7月中旬，受侦办
一起非法经营药品系列案
影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
区人民检察院对高温湿热
季节药品储存安全进行了
专项监督活动，发现有部
分药店为了省电，没有按
规定开启阴凉区的空调或
者空调温度不能达到要
求，有的药店将一些本应
放置在阴凉区的药品放置
在室温中。对此，该检察
院向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建议该局及时
督促相关药店进行整改，
并在上城区范围内开展专
项执法行动，彻查类似问
题。

公众本身对于药品储
存温度的轻视，让史成桥
忧心不已。“常常看到快递
员跑腿送药时，会把装有
药品的袋子直接放在阳光
直射的户外地面上，等患
者自取。”史成桥说，在等
待买主期间，他用温度计
实测发现，在阳光照射下，
短短半小时，药品温度即
可从30℃上升到40℃以
上；若放在金属架上暴晒，
6分钟即可从40℃升温至
50℃。因此他特别想提醒
公众，药送到时及早取回，
亦呼吁商家给药品配冰袋
降温。 （澎湃）

“一旦看到阴凉区温度
超过20℃，肯定属于违规，
但抽检很难发现药品经历
过储存温度超标。”一位资
深药剂师向记者表示，药物
储存温度超标是否影响药
品安全，要看超出说明书规
定多少度以及超出时间有

多久，比如，规定常温保存
的药物，稍微超过30℃问题
不大，但暴晒或长期放置在
超过40℃的环境，药品有效
使用期限就会缩短。

该药剂师表示，更要警
惕的是规定 2～8℃或 2～
10℃储存的冷藏药品，比如

胰岛素、部分活菌制剂等，
必须冷藏且不能冷冻，有些
包含特别说明：超出此温度
范围8小时，药物活性就会
下降。

北京友谊医院西药剂
科药师李泽曾撰文解释，生
物蛋白类药物和活菌类药
物低温储藏的目的是为了
延长药物有效期，而短时间
（2小时以内）30℃以下常温
放置，不会影响药品疗效。

史成桥称，其走访的药
房绝大多数不合规，另有多
家药店为了省电，明知晚上
气温高于30℃，闭店时仍选
择关闭空调；还有一家药
店，在他提醒下，店员才发
现冷藏柜已处于断电状态，

“药物质量隐患不堪设想。”
5年前，史成桥就曾向

当地 12345 热线、医保局、
卫健委报告大量药店夏季
温度超标的乱象，令他无奈
的是，问题至今依然普遍。

各地多次查处储存违规问题

走访的药房大多不合规

一个人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