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98

中药处方点评在中药饮片合理使用中的 
效果分析
沈华明 （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卫生院，江苏扬州 225253）

摘要：目的 研究中药处方点评在中药饮片合理使用中的效果。方法 将我院在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2

月未实施中药处方点评期间接收的 76 例需服用中药饮片治疗患者作为对照组，2020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

实施中药处方点评期间接收的 82 例需服用中药饮片患者作为实验组。比较两组不合理用药情况、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中药处方点评在中药饮片合理使用中的效果显著，将中药饮片用于临床治疗过程中还需不断加强

中药处方点评力度，提升中药处方合理性与安全性，促进患者病症改善，提升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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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是指基于中医药理论基础上通过炮

制、提炼等制成的药物含片，患者可直接饮用。该

类药物经过一定的提炼后，药性相对较高，可使治

疗效果得到充分保障，同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用药安全。相比于常规中药，中药饮片还具有便于

携带、经济性好等特点，可提高用药效率以及患者

用药积极性。中药饮片在近年医疗行业中使用频率

明显较高，促使治疗效率进一步改善，但也存在配

伍不合理、重复用药、用法用量不合理等现象，对

临床治疗质量、治疗效率及安全性等均产生严重影

响。需及时采取高效临床用药干预措施，不断提升

临床用药合理性。本研究旨在探讨中药处方点评在

中药饮片合理使用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在 2018年 6月 ～2020年 2月未实施中药

处方点评期间接收的 76例需服用中药饮片治疗患者

作为对照组；2020年 3月 ～2022年 3月实施中药处

方点评期间接收的 82例需服用中药饮片患者作为实

验组。对照组男 43例，女 33例；年龄 23～78岁，

平均（46.19±2.79）岁。实验组男 48例，女 34例；

年龄 20～81岁，平均（46.28±2.83）岁。两组患者

基本信息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个人资料完整无误；生命体征稳定；

年龄超过 18周岁；意识、基本交流能力、社会认知

能力均正常；对研究内容全权知悉且可积极主动配合

本次研究。排除标准：伴有神经系统、循环系统、代

谢系统、免疫系统性疾病者；吞咽功能障碍者；处于

生理期者；同时参与多项研究者；哺乳期、妊娠期。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未实施中药处方点评。

1.2.2 实验组实施中药处方点评

（1）筛选专业知识水平、责任心的均优异药

师参与本次研究并组建点评小组，药师及时了解当

前中药饮片的临床使用状况、治疗效果及患者反馈、

医护人员对相关中药饮片使用认知水平等并根据所

了解信息进行原因分析、处方合理使用相关管理制

度制定及中药处方点评体系建立等。

（2）药师及时对既往不合理中药处方进行问

题分类统计、原因分析等。根据问题分析结果及时

对医护人员进行相应培训，及时告知医护人员相关

问题具体不合理之处、危害性，及时通过社会案例

举例、研究报告展示等方式进行佐证；及时告知医

护人员正确中药饮片使用方法、适用条件、配伍措

施等；另外，医护人员还需根据最新中药饮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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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社会典型用药新闻等对医护人员进行全面培

训与考核。

（3）针对中药处方中不合理现象，药师加强

对日常中药处方审核力度。首先，药师应及时与医

生沟通并向其详细解释具体不合理性，并引导其改

善；其次，针对相关不合理现象，在院内进行横向

展开，便于促使医护人员加强对其重视度，避免此

类问题再次产生；最后，针对相关典型性问题及时

进行开会宣导、创建专栏宣导等。

（4）了解患者具体用药状况、用药后反应、病

症改善状况、用药周期等并根据患者陈述信息进行处

方用药合理性分析。同时，药师还需对患者进行长期

性用药状况与病症改善效果追踪并及时进行相关信息

记录、分析。

（5）药师根据中药处方合格率、中药处方干

预目标等制定相应奖惩制度，针对日常不合格中药

处方，及时根据其严重性、发生频率等给予相应惩

罚措施，针对高质量、高效率中药处方及时给予相

应奖励措施，处方难度性越大、奖惩幅度则越大，

针对相关奖励措施在院内进行通报以此对其他医护

人员进行相应激励。

（6）当今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有效运用

可促使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效率明显提升，对此在

进行中药处方干预过程中也可将互联网系统运用其

中，医生在中药处方系统提交过程中利用互联网系

统进行合理性审核。在此之前还需根据常见问题设

定相应不良代码，进而当处方不合理时页面便有不

良代码弹出，医生可根据不良代码进行处方修改。

（7）利用互联网系统自动进行处方各类不良

现象统计，药师定时进行数据导出并根据相关数据

进行原因分析、干预方案完善。

（8）药师加强与医护人员、患者沟通，进而

多方位了解相关中药处方具体应用效率与应用质

量，根据所了解信息进行问题记录、分析，针对中

药处方运用状况进行长时间追踪并进行追踪结果汇

整、反馈等。

（9）药师根据中药处方点评实施状况、管理

制度落实状况、中药处方开具合格率等进行点评方

案评价并以此及时进行方案完善。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不合理用药情况、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

以（ ±s）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用比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不合理用药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用法用量不合理 重复用药 适应证不合理 配伍禁忌 合计
对照组（n=76） 7（9.21） 4（5.26） 2（2.63） 3（3.95） 16（21.05）
实验组（n=82） 3（3.66） 1（1.22） 0（0.00） 1（1.22） 5（6.10）

χ2 7.655
P 0.006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88%，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 17.11%，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n（%）]

组别 胃肠道不适 头晕头痛 皮疹 嗜睡 合计

对照组（n=76） 5（6.58） 4（5.26） 2（2.63） 2（2.63） 13（17.11）

实验组（n=82） 3（3.66） 1（1.22） 0（0.00） 0（0.00） 4（4.88）

χ2 6.141

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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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我国医药行业发展较为迅速，同类型药物、

同种病症治疗药物、不同病患群体适用药物等均具

有多样性特点，药物多样性一方面有助于医生及时

根据患者病症、身体素质等选择针对性药物，高效

促进其病症改善；另一方面，药物多样性易促使医

生在对患者临床用药过程中产生重复用药、配伍不

合理现象，对临床治疗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药师通

常对药物毒副作用、使用禁忌等均具有较为全面了

解，通过及时引导药师采取相应处方点评、用药干

预措施，有助于促使用药合理性不断提升，高效促

进患者病症改善，同时还可促使医院医疗水平、社

会影响等均不断改善。因此还需不断加强对处方点

评重视度与投入力度。

在进行中药处方点评过程中，药师综合实力水

平对中药饮片使用合理性、处方点评价值性、患者

病症改善效果与效率等均产生直接影响，筛选各方

面实力均优异的药师参与本次研究，可促使处方点

评质量性与效率性等得到有效保障。对既往中药饮

片使用状况、医护人员关于中药饮片认知水平、患

者反馈等进行全面且深入分析，以此进行相应管理

制度与点评体系建立，促使中药处方点评更具有规

范性、质量性、合理性与高效性等，充分保障中药

处方点评质量性不断提升 [1]。

医护人员的中药处方认知水平、专业知识水平

对最终处方不合格发生率产生直接影响。药师综合

既往不合格处方及时对医护人员进行全面且深入培

训，同时还将相关最新中药饮片知识告知医护人员，

在具体培训过程中不仅进行理论知识培训，还可通

过相关案例进行佐证，有助于促使医护人员更为生

动的理解相关知识，促使后续中药处方合格率显著

提升。处方点评过程中处方审核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药师要不断加强中药处方审核力度，面对不合理现

象。一方面药师及时与医生进行沟通，详细讲述具

体不合理现象以及不良影响、对应改善措施，使医

生深刻意识到自身问题，便于后期及时改善；另一

方面，药师针对处方中不合理现象进行横向宣导，

医生加强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度，并在处方开具过程

中避免相似问题再次发生，提升处方点评质量性与

价值。

处方点评合理性不仅需通过听取医护人员反馈

进行了解，还可通过与患者深入沟通评估处方运用

的合理性。药师及时与患者深入沟通，全面了解患

者用药状况、用药后反应、病症改善状况、用药周

期等相关信息，对中药处方、中药饮片等的临床运

用进行深入思考，促进后续点评更具有深入性、价

值性 [2]。当今为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运用不断提

升了人们生活与工作的便捷性、质量及效率等，通

过将其用于中药处方点评中并及时对相关常见问题

进行代码设定，有助于医生处方提交过程中自动进

行处方点评，高效降低药师工作量，同时使医生在

第一时间处理处方问题，保障中药饮片使用的合理

性 [3]。利用互联网还可及时进行相关问题统计，使

药师工作效率提升，通过多方反馈全面了解中药饮

片的使用效果与效率，根据统计数据改善对策，优

化中药饮片的临床使用 [4]。药师还需有效落实管理

制度，全面分析中药处方开具合格率、处方点评实

施状况等 [5]。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不合理用药

发生率、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所述，中药处方点评在中药饮片合理使用

中的效果显著，将中药饮片用于临床治疗过程中还

需不断加强中药处方点评力度，提升中药处方合理

性与安全性，促进患者病症改善，提升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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