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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处方点评对中成药临床合理应用的作用分析

孙立新*

东平县一滕医药有限公司��山东�泰安��271500

摘�要：目的：探讨中药处方点评对中成药临床合理应用的促进作用。方法：选取本院在����年�月—����年�

月开设的���张处方单设为常规组，不予以处方点评，再选择����年�月—����年�月开设的���张处方单为点评组，

对其进行中药处方点评管理。比较�组的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及患者满意度。结果：点评组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为

����%（�����），远低于常规组����%（������）；点评组患者满意度为�����%（�������），远高于常规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采取中药处方点评管理模式，可有效提高医师责任意识，降低

中成药不合理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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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临床在治疗疾病时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之一则为合理规范用药，且为临床药学的主要内容。近年因临床加大

了对中成药的重视度，与中药比较，中成药具有存储难度低，服用方便等优势，所以，中成药的应用率得到提升。但

在炮制加工中成药过程中，中药的药理作用和药性会发生变化，加之各厂家所采用的制备方法、制备仪器等差异，中

成药在含量、计量、名称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而临床西医医师未充分掌握中药理论和药理性质等，所以，在开具中

成药处方时，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用药状况，引发医疗纠纷，不利于治疗安全>��。为降低处方不合格率、用药纠纷发生

率，已有学者建议将中药处方点评应用到临床中成药合理用药中。虽现已有相关报告，但仍有部分学者对此存质疑态

度。现纳入我院两阶段处方各���张和���张，重点讨论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为本院����年�月—����年�月开设的���张处方单，将����年�月之前的���张处方单列为常规组，之后

的���张列为点评组。本研究已经院内伦理委员会批准，其处方单涵盖科室有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等多项科室。

�����方法

常规组未接受中药处方点评，点评组接受中药处方点评，具体为：挑选我院中药执业药师且临床经验丰富的�名

药师组成中药处方点评小组，指定小组组长，并培训小组成员学习中药处方制度，让其掌握此次点评注意事项和要

点，每月抽查�次，每张处方点评人数�≥��人，完成点评后，由组长抽查，并记录点评结果。月底公示点评结果，处

罚不合理处方用药者，适当奖励用药良好科室。判定标准：①大处方：排除慢性疾病，中药处方计量����G则判定为大

处方；②用药不符：依据诊断结果和自身证候表现，若中成药成分对疾病无治疗作用，则为用药不符；③重复用药：

明确中成药药效，类似药效药物�≥��种；④配伍禁忌：依据“十九畏”、“十八反”的标准，同一处方内药物存在相

畏、相反状况；⑤用药禁忌：按照其实际状况，处方内存在慎用、禁用药物；⑥用量用法异常：未按照病情变化调整

给药剂量，或首次给药剂量未按照药物说明书进行，进而诱发不良反应或副作用；⑦未规范书写处方：按照处方书写

规定进行判定>��。

�����观察指标

（�）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通过观察记录�组处方单不合理用药记录，包括配伍不合理、用法与诊断不匹配等�项，

其中配伍不合理为依照相关检查标准，发现同一张处方单里出现了药物作用相反、相畏的情况；用法与诊断不匹配为

参照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及医师诊断结果，发现处方中药物药效不能满足患者治疗需求；用药重复为药剂师在分析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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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项药物成分后，发现具有�种及以上同样药效的药物；用法用量不当为处方中药物未按照患者病情需要进行增减

调整；大处方为除有关规定中提到的慢性疾病外，用药剂量超过�G的处方；书写不规范为处方中患者信息不全或医生

签字不清晰的处方单>��。（�）护理满意度。借助院内自制的调查问卷，对研究时期的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从处方单

合理性、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概率等多个角度进行评分，其中分数在���～��分为非常满意；分数在��～��分为

满意；��分之下为不满意。总满意度� �（非常满意�满意）例数�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采用6366����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行χ�检验。��������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结果

�����两组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比较

点评组处方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为����%（�����），远低于常规组����%（������），出错率更低。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点评组患者非常满意人数较多，总满意度为�����%（�������）远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见表�。

表1��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常规组 ��� ���（�����） ���（�����） ��（�����） ���（�����）

点评组 ��� ���（�����） ���（�����） ��（����） ���（�����）

χ�值 �����

�值 �

3��讨论

目前中药学已在临床药学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与西药比较，其凭借具备的不良反应少的优势，逐步扩大应用范

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在临床的应用频率也有所增高。与中药汤剂比较，中成药不仅具备了安全高的优势，且有服用

更为便利的优势，临床已有西医医生将其用于处方药中。且随着临床应用中成药的频率不断提升，所导致的不合理用

药状况发生率也频频出现。所以，按照此状况，我国卫生部等部门则要求医疗部门需建立处方点评制度，确保临床用

药合理性。有报告称，实施中药处方点评可让临床医生在开具处方时受到一定约束。通过评定处方中所使用的中成药

不良反应、互相作用、药物禁忌证、药物药效等，定期抽查点评中成药处方，将点评结果进行公示，并把点评结果与

医师考核绩效相关联，严格约束医生，避免医生开具处方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确保临床合理用药>��。

另外，由于医院患者流动量大，药房日常工作量大，长此以往很容易引起工作人员发生职业倦怠，增加心理压

力，或因自身责任心不足，或因诊断书写不规范、未写诊断或书写不全、无特殊情况超期超量使用，适应症不当，给

药途径、用法用量不当等情况，引发处方书写差错，这影响中成药的合理应用，以及患者对医院的态度及满意度，不

利于医院未来发展。故需采取处方点评制度降低中成药处方差错率，一方面是因为处方审核及调剂是药房工作的重要

内容，另一方面，处方与患者治疗效果、预后等联系紧密，严格执行处方点评制度，有助于提高药房服务质量。本次

研究表明，通过采用中药处方点评管理模式，可有效提高医师中成药的用药合理性，提高患者治疗满意度，其原因分

析如下：首先加强中成药处方点评管理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我国早在����年就意识到了处方开具管理的

重要性，并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但多年来临床上都更加关注对于西药制剂的管理与点评，相应忽略了对中成药的管

理，也使得一些医护人员降低了责任意识，在开具药方时经常出现用量过量或用药重复、配伍不合理等问题，如在处

方单中同时出现小金胶囊（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藿香正气软胶囊（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两者成分中的附子和半夏为反药，若同时服用会大大降低疾病治疗效率。通过加强处方管理点评，可

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责任意识，在平时也会加强自我学习管理，提高对药剂知识的掌握程度，依照患者实际需要给予

相应的中成药物，提高用药经验，缩短治疗效率。在开设处方之后，也会再次进行用药审查，仔细核对患者信息是否

准确，提高处方管理水平。另外，加强中成药处方点评管理，有助于提高院内中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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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中成药都是草本制剂，包含多种药材，因此药物成分较为复杂，加之中医治疗有辨证施药之说，不同

医师对同一种疾病的治法也有所不同，进一步提高了处方管理难度。需要药剂师与医师都提高对药剂知识的掌握水

平，才能进一步减少点评分歧，提高管理效率。所以尽早开展处方点评管理工作，可有效提高院内中医治疗水平，提

高用药安全性，避免出现用量用法不当等问题。

4��结束语

总之，建立并完善院内中成药使用及处方点评制度，了解中成药处方差错原因，有助于规范中成药药房工作流

程，提高医师及药师专业技能，降低处方差错发生率，提升中成药合理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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