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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盟药物警戒体系与法规》对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的药物警戒体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对
各国体系之间的异同点进行了对比；同时提供了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译文。
相信此书将有助于读者充分了解欧盟国家药物警戒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体系建设的概况、机构设置
、工作职能、工作流程以及对卫生专业人员、制药企业的要求等，进而为完善我国药物警戒的法律法
规提供借鉴，为规划我国药品不良反应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同时，也将为研究我国ADR监测事业的广大专业人员扩大视野、丰富知识、汲取经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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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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