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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处方分析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应用

卢 丹

遂宁市大英县人民医院 四川 遂宁 629300

【摘 要】：目的：对中成药处方进行分析，使得中成药进行合理运用所取得的成效及影响。方法：将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我院开具的 40 份中成药处方作为实验 A 组，使用常规方法管理；将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期间我院开具的 40 份中成药处方作为实验 B 组，使用中成药处方分析方法管理。比较两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

比较两组的工作质量评分。选取患者 100 例进行满意度调查，用问卷的形式来调查患者对处方管理的工作质量的满意情况。

收集 8 名工作人员对中成药处方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结果：实验 A 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例大于实验 B 组。实

验 A 组的处方审核，处方评估，药理知识，专业能力等工作质量评分均小于实验 B 组。患者对实验 A 组的处方管理工作质量

满意度评分低于患者对实验 B 组的满意度评分。工作人员对实验 A 组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小于工作人员对实验 B 组。结论：

对中成药处方进行分析，能大大减少不合格处方的出现，保证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同时能升高药剂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此管理方式使得患者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够接受，值得推崇。

【关键词】：中成药处方；分析；药学服务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Prescription Analysis in Clinical Pharmaceutical Care

Dan Lu

Suining Daying People's Hospital Sichuan Suining 6293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scription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make the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rational
use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40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ssued by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21 to January 31, 2021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A and managed by conventional methods. A total of 40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s issued by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1, 2021 to March 31, 2021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B, and were managed by the analysis method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The irrational
prescription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scores of work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quality
of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8 staff members on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was collect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unreasonable prescription of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in experimental group A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experimental group B. The scores of prescription review, prescription evaluation,
pharmacologic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other work quality in experimental group A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experimental group B. Patients' satisfaction score of prescription management work quality in experimental group 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experimental group B. The staff's satisfaction with the management of experimental group A was less than that of experimental
group B. Conclusio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prescriptions can great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unqualified
prescriptions, ensure the safety of medication for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enthusiasm of pharmacy staff. This management method is
acceptable to both patients and staff, which is worthy of praise.
Keyword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prescription; Analysis; Pharmaceutical care

中成药是一种商品化的中药制品，其原材料为中药材，

按照相应的处方以及工艺将中药材进行加工处理[1]。由于主

要的原材料是中药，因此中成药具有易保存，服用方便，有

较大安全性等特点。虽然中成药的安全性具有保障，但是如

果开具中成药的处方有误或者是中成药使用不当同样会出

现用药风险[2]。对中成药处方进行分析，使得中成药进行合

理运用所取得的成效及影响需进一步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按照实验要求分为实验 A组和实验 B 组。将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间我院开具的 40 份中成药处

方作为实验A组，使用常规方法管理，其中患者的基本情况

如下：男性患者 18 例，女性患者 22 例，年龄在 24～76 岁

之间，平均年龄（44.28±3.47）岁；将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期间我院开具的40份中成药处方作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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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使用中成药处方分析方法管理，其中患者的基本情况

如下：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16 例，年龄在 23～74 岁

之间，平均年龄（41.58±4.2）岁。将实验 A组和实验 B组

的基本资料作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实验 A组为常规方法管理，由医生根据患者的情况开具

出中成药处方，经过常规审核，审核通过后为患者发放药品。

实验B组为中成药处方分析方法管理，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成立小组。成立中成药处方分析小组，由 2 名资历较

深的药师进行领导，对共 8名小组成员进行专科培训，使得

小组成员提升专业能力，以至作出准确的判断[3]。第二，判

断标准。以《中成药指导原则》《中成药处方点评》以及《药

物说明书》等标准，对中成药处方的合理性进行判断和评估
[4]。第三，用法用量。对医生所开具的中成药处方中的药物

进行用量用途的判断，评估是否存在不合理性以及有误性。

第四，共同用药。对于所开具的中成药处方中出现的两种或

多种药物的共同使用性质作出判断。分析处方中的中成药联

合一起使用是否有不良反应，是否存在药性相互排斥或是药

性相互抵消等情况的出现[5]。第五，用药更新。在临床医学

中，由于一些药物的性质更新很快，因此中成药处方分析小

组成员则需不定时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随时学习新药的

特性以及掌控其相关的变化规则，掌握好药物信息。若药物

有更新的情况，应及时告知医生，使患者的服药计划及时获

得调整，使药学服务得到优化。同时收集临床药品中出现的

不良情形，及时汇报。

1.3 观察指标

根据实验要求，第一，比较两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

况，其中包括处方用法用量不合理，多药共同使用不合理，

处方与病症不合理等，计算出不合理率。第二，比较两组的

工作质量评分，其中包括处方审核，处方评估，药理知识，

专业能力等。第三，选取患者 100 例进行满意度调查，用问

卷的形式来调查患者对处方管理的工作质量的满意情况，其

选项主要有态度、专业度、细心度、处方管理、沟通。每个

选项有对应的题目设置，每道题的得分数值为 1到 5分，得

分越低，则满意度越低。调查问卷一共有 100 分值，其中态

度共 25 分，专业度共 20 分，细心度共 15 分，处方管理共

20 分，沟通共 20 分。第四，收集 8名工作人员对中成药处

方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其中选项有非常满意、一般满意、

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使用 SPSS19.2 软件处理，使用 t 值和 X2值查验

分析，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

根据实验数据可知，实验 A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

所占比例为 25%，实验 B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

例为 7.5%，则实验 A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例

大于实验B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例，P＜0.05，

实验数据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比较两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

组别 病例数
病症不

合理

用法用

量

联合使

用
不合理率

A组 40 3 4 3 10（25）

B组 40 1 1 1 3（7.5）

X2 7.192

P 0.034

2.2 比较两组的工作质量评分

根据实验数据可得，实验A组的处方审核，处方评估，

药理知识，专业能力等工作质量评分均小于实验 B组的处方

审核，处方评估，药理知识，专业能力等工作质量评分，P

＜0.05，实验数据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2 比较两组的工作质量评分

组

别

病

例

数

处方审核 处方评估 药理知识 专业能力

A

组

4

0

18.85±

1.13

19.46±

1.28

17.95±

2.17

18.05±

2.04

B

组

4

0

23.06±

1.19

23.09±

1.25

22.86±

2.06

22.46±

2.62

t 10.237 11.522 11.175 12.029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调查患者对处方管理的工作质量的满意情况

统计满意度调查得分结果得出结论，患者对实验 A组的

处方管理工作质量的态度、专业度、细心度、处方管理、沟

通满意度评分低于患者对实验B组的处方管理工作质量的态

度、专业度、细心度、处方管理、沟通满意度评分，P＜0.05，

实验数据如下表 2-3 所示：

表 2-3 调查患者对处方管理的工作质量的满意情况

组

别

病

例

数

态度
专业

度
细心度

处方管

理
沟通

A

组
100

13.59

±4.93

13.72

±2.67

8.76±

2.72

10.43±

3.62

11.21±

1.78

B

组
100

19.47

±3.45

16.45

±2.47

13.83±

1.56

14.63±

3.38

16.32±

2.82

t 17.879 11.638 20.396 14.037 25.722

p ＜0.05 ＜0.05 ＜0.05 ＜0.05 ＜0.05

2.4 收集工作人员对中成药处方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根据实验数据可知，工作人员对实验 A组的管理方式的

满意度为 50%，工作人员对实验 B组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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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则工作人员对实验 A组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小于工

作人员对实验 B 组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P＜0.05，实验数

据如下表 2-4 所示：

表 2-4 收集工作人员对中成药处方管理工作的满意程度（%）

组别 人数
非常满

意

一般满

意
不满意

总满

意度

A组 8 2（25） 2（25） 4（50） 50

B 组 8 4（50） 3（37.5） 1（12.5%） 87.5

3 结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活品质逐渐提高，对各种方面的

安全意识也在逐渐加强，尤其是用药安全，不光是患者本身

重视，医院对药品的掌控也逐渐严格起来。由于药物的发放

是根据开具的处方内容而进行的，因此对于处方的审核为重

中之重。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可知，实验 A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

情况所占比例为 25%，实验 B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

占比例为 7.5%，则实验 A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

比例大于实验 B组的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例。实验

A组的处方审核，处方评估，药理知识，专业能力等工作质

量评分均小于实验 B组的处方审核，处方评估，药理知识，

专业能力等工作质量评分。患者对实验 A组的处方管理工作

质量的态度、专业度、细心度、处方管理、沟通满意度评分

低于患者对实验 B组的处方管理工作质量的态度、专业度、

细心度、处方管理、沟通满意度评分。工作人员对实验 A组

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为 50%，工作人员对实验 B组的管理方

式的满意度为 87.5%，则工作人员对实验 A组的管理方式的

满意度小于工作人员对实验B组的管理方式的满意度。在对

中成药处方进行分析管理后，中成药处方不合理情况所占比

例低于常规管理下出现的不合理处方比例，可减少不必要的

纠纷，工作质量评分也相比较高，同时患者感觉到用药有了

安全保障之后，对医院的好感度也随之上升，医患可和平相

处，也可增加相关工作人员对工作的满意度，提升对工作的

积极性。综上所述，在对中成药处方上进行再分析的步骤不

仅保证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同时还能升高相关处方工作人

员的工作热情，此管理方式使得患者以及工作人员都能够接

受，提升医院的好感度，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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