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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制剂临床使用不良反应的分析与管理

李 丹

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陕西 宝鸡 721000

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主要针对中药制剂的临床使用不良反应以及管理对策进行全面的分析。方法：本次研究

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来我院接收中药制剂治疗的70名患儿，依据随机分组的方式把70名患儿分别分为对照组

与观察组，每组都有35名患儿，首先，针对所以的患儿临床不良反应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记录，并且针对不同的情况

开展不同的药房管理措施，对照组开展常规药房管理模式，观察组开展优化药房管理模式。结果：在70名患儿当中，

3到6岁的儿童是发生不良反应最多的人群，其中，药物静脉注射方法引起不良反应比较多，主要的表现症状有皮肤以

及神经和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疾病。开展不同管理模式以后，对照组的患儿管理效果的总有效率低于观察组（P

0.05）。结论：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时存有多种多样的不良反应，与药品因素、儿童年龄、静脉给药紧密相关。因而，

医院要加强中药制剂管理方法，防止不良反应的产生，降低发生率，从而保证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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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用药治疗是保障病人生活品质和未来健康最

常见的基本医疗保障对策。但是与预想相悖的是，在我

国每一年就会有260多万人因为不良反应住院，服药后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大约为12%。一般可归纳为：病人未执

行医嘱服药、服药计划没有经过审批环节、药品更迭速

度快了解不透彻、掌握不全面等。伴随医疗改革政策逐

渐全力进行，目前中医药学改革创新大幅度提升已经超

过以前，中医药学有关发展不论是中医药学或是中药制

剂，都展现出明显的运用和发展方式。生产厂家能够在

短期内生产制造各种规格的中药制剂，并详尽区别其操

作方法。这一信息必须由医师等医院工作员认真阅读，

唯有通过临床经验才可以掌握。 临床中药制剂运用要保

持目前运用发展的趋势，搜集临床不良反应汇报，查找

原因，开展后面运用对策，最终制订科学合理的中药制

剂药房管控措施[1]。基于此，文章主要针对我院2020年

1月至2021年1月接收中药制剂治疗的70名患儿为研究对

象，主要分析了中药制剂的临床使用不良反应以及管理

对策，现将报告如下：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来我院接收

中药制剂治疗的70名患儿，依据随机分组的方式把70名

患儿分别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都有35名患儿，其

中有男性患儿36名、女性患儿34名，年龄在3～12周岁，

中位年龄在(4±2.26)周岁；此次研究都已经过全部患儿家

属知情同意，并且并自愿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方法

针对对每一个患儿的临床治疗不良反应开展记录与

分析，针对对照组开展常规药房管理模式。严格执行临

床医学规范，标准患儿执行医嘱服药，对患儿和家属开

展药品不良反应的讲解及其药品不良反应的对应措施。

观察组开展优化药房管理模式。总体上有以下几点，

（1）创立药房管理方法工作组。包含1名职业药师、3

名医师，剖析中药制剂应用情况及目前各种各样中药制

剂在药房的比例、规格尺寸详尽应用报告。对比每一年

报告的中药制剂不良反应的数据信息，分析药房占中药

制剂临床不良反应的比例，并依据缘故讨论适用的管理

方案。本次研究运用EXCEI数据图表和折线统计图剖析

优点，根据直观地构造对比，讨论药房的监管措施。并

且每日记录中药制剂的不良反应(药品名称、详尽计量、

使用方法、次数和不良反应的病症)。每月在企业开会

研究，按比例分配调节药房管理方法措施，循环到年底

产生固定药房管理方法措施。（2）注重复核作用。作

为药房终端的阶段，能够称之为查验医治品质的重要环

节。针对各科室的大夫、护理人员，药师对药品的了解

并升级信息内容，把握是第一时间、直观地，能够快速

把握转变以及相关不良反应的报告，能通过给药和观察

测量。因而，在日常药房管理方面，应注重的治疗终端

性的功效、从而提升医师工作中的使命感，激起其工作

激情[2]。（3） 总结学习。按时组织药房工作员加强学习

中药制剂以及相关药品，根据多种形式与各生产厂家沟

通交流，一定要掌握中药制剂的各类特点，向各个部门

与应用阶段信息传递。半年开展适度评定，鼓励药房工

作员，提升他们对于工作之后学习的认同和参加。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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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个人工作能力评定融合有关业绩考核，其单独药

物学习培训体系结构的建设有益于中药制剂的研发与应

用，为以后营销推广奠定良好的发展前景[3]。

判定指标

良好的了解患儿的不良反应情况以及疾病种类和相

对应的年龄范围以及两组患儿管理效果评价比较。

统计学分析

对本次研究期间出现的所有数据录入到统计学系统

当中，并且开展数据的分析与对比，本次研究中计数资

料运用卡方计算，以(%)率的形式存在，研究中计量资料

采取t值计算，以(均数±标准差)形式存在，如研究数据之

间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中计算结果为P值低于0.05[4]。

出现不良反应人群对应的年龄

经研究可以看出，发生不良反应的人群当中，主要

为 到6岁的患儿，具体数据可以见表1。

%)

年龄段 例数 占比率

～ 岁 45 64.29

～10岁 18 25.71

～ 岁 7 10.00

针对不同临床症状对应患儿的人数进行分析

主要的临床症状有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腹胀腹

痛、寒战发冷等，具体数据可以见表2。

%)

临床症状 例数 占比率

恶心呕吐 26 37.14

皮肤红肿 10 14.29

腹胀腹痛 30 42.86

寒战发冷 4 5.71

比较不同类型疾病患儿对应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情

况和临床症状

疾病类型主要包含神经系统疾病、皮肤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主要临床症状为四肢麻木、皮炎

皮疹、咽黏膜水肿、腹胀呕吐。具体数据可以见表3。

%)

不同类型疾病 例数 占比率 临床症状

神经系统疾病 23 32.86 四肢麻木

皮肤疾病 15 21.43 皮炎皮疹

呼吸系统疾病 18 25.71 咽黏膜水肿

消化系统疾病 14 20.00 腹胀呕吐

对比两组患儿管理效果的总有效率

对照组的患儿管理效果的总有效率低于观察组（P

0.05）。具体数据可以见表4。

n（％）］

组别 例数（例） 显效 有效 无效 干预效果总有效率（％）

对照组 35 10（28.57） 16（45.71） 9（25.72） 26（74.28）

观察组 35 14（40.00） 19（54.29） 2（5.71） 33（94.29）

χ２ / 19.65

临床医学用药是患者医治疾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医护人员通常高度重视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护理，忽略

了社区药房的监管，近些年，因不良反应所引起的医患

纠纷高发。与此同时，患者如果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不但会严重损害患者的身体，乃至影响患者身体健康，

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安全。近些年，我国中医药学愈来

愈获得重视，中医药治疗方式广泛运用，患者通过中医

药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愈来愈高。如何控制或者减少

中药不良反应已经成为目前大众比较关注的重点。造成

中药不良反应的因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1）患者

所处的年龄阶段，临床医学应用中药制剂的年龄较小群

体很容易发生不良反应，占比比较高。 因为患者年纪

的不一样，对药物的敏感和耐受力也有一定的差别。比

如用药方式有误，就会出现明显的生理反应，也会导致

用药过多以及相关不良反应。（2）中药制剂中药物存

在一定副作用：应根据患儿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药物医

治，确立用药使用量。 过多用药，患者会有比较严重不

良反应，危害患者的生活品质。因此要全面把握患者的

具体情况、禁忌症等标准。如果第一时间没有进行相对

应的治疗，就会因为应用中药制剂所带来的不良反应。

（3）静脉注射药物的应用；中药制剂的品质因存储方

式有误而受影响。临床观察易发生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不具体，受不良反应产生的影响，进而改进患者的药物

性质，防止比较的严重不良反应[5]。中药注射剂虽然效

果好、功效准确，但是中药制剂中不良反应发生率非常

高、并且伤害性也最大。研究发现，中药注射剂的临床

医学不良反应占全部中药制剂不良反应的 [6]。因而，

选用适度的药房管理方法对中药制剂安全性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此外，依据患者身体体质、本身情况、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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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等有所不同。 应用药物有着不同的不良反应。依据

患者状况，应用不一样药物后，对应的不良反应也有一

定差别。药房管理人员应当组织药房工作员开展培训学

习工作，并且高度重视全部药房工作，定期考核，确保

提升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严格管理药房工作员对

药物的定期存放及管理，不能出现药品乱放的情况。过

期药品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因为中药制剂含量高，医

学上多单用。配置时进行适宜的溶媒剂，确保中药的配

伍情况，防止药物沉积和不溶性微粒，避免干扰治疗的

功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出现不良反应人群对应的年龄分

析当中，主要为 到6岁的患儿；主要的临床症状有恶

心呕吐、皮肤红肿、腹胀腹痛、寒战发冷等；在比较不

同类型疾病患儿对应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和临床症状

分析中，疾病类型主要包含神经系统疾病、皮肤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主要临床症状为四肢麻

木、皮炎皮疹、咽黏膜水肿、腹胀呕吐。在对比两组患

儿管理效果的总有效率分析中，对照组的患儿管理效果

的总有效率低于观察组（P ）。其关键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大部分中药生产商都很重视使用说明，他们将大

量实验数据报告浓缩成数字百分比和简约的不良反应汉

字记叙。用药者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了解中药制剂各

种各样的情况，包含适用的范围以及人群、不良反应、

违禁事宜等。深刻理解以后并且合理使用，想当然的运

用就非常有可能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严重的话甚至会

造成死亡，这样不难看出，最理想的药房管控措施可以

使患儿管理效果自始至终合理有效。

结束语：总的来说，中医药学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

程中有数千年承传，并且在此环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意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近

些年，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中药产业发展规

划获得了巨大的，中药的功效也逐步获得人们的普遍认

同。对于公众来讲，中药作为传统式的药物，中药在具

体使用时产生不良反应的几率不太高，药物造成毒反映

风险也会比较低。 但总体上务必承认的事实是，近些

年中药的应用日益增多，药物制剂的类型也在飞速的发

展，中药的给药途径也不断的增长。检测数据显示，临

床工作中应用中药制剂的不良反应总数逐年都在大幅度

的上升。因而，本研究发现，中药制剂在临床观察上存

在多种多样不良反应，这种不良反应与药物要素、患者

年纪、静脉注射药物类型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务必

提升中药制剂的管理方法，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不良

反应的产生，从而可以大大的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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