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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医药理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对中药造成了比较

大的冲击，为了更好的推动中药事业发展，就需要中药临床用药

过程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一套系

统、完善的解决防范，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中药产品的优势和作

用，降低安全性问题的发生率，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用药

效果和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抽取了2019年1月-2020年1月我院收治的2000

例中药临床用药患者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将其划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对照组中 64 例男性，46 例女性，年龄在 19-75 岁，平均

（48.5 ± 1.4）岁；实验组中 65 例男性，45 例女性，年龄在 20-75

岁，平均（48.9 ± 1.5）岁。两组患者在临床方面的数据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但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中药临床用药，主要是门诊医师结合患者病

情和身体特点来开具中药处方，并告知患者用量、用法、服用周

期等。而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又给予了安全性问题分析和防

护，具体内容如下：（1）辩证施治。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身体

特点、病情发展情况等来为其提供中医辨证施治，并做好患者临

床用药指导工作，以期更好的发挥中药效果；（2）规范用药。结

合患者年龄、性别、疾病类型、合并症等来确定服药剂量。在用

药规范指导下，合理设定用药限度，以免不规范用药诱发不良反

应，甚至出现安全性问题；（3）合理联合用药。结合患者病情特

点，综合考虑中西药间可能出现的药理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合理

选择联合用药方式，这样既可以避免药物生成络合物、出现沉淀

等现象，而且还可以提高联合用药效果；（4）关注用药史。医生

在中药方剂开具之前，需要对患者以往用药史进行详细询问，以

此来规避药效冲突，更好的发挥用药效果；（5）规范炮制工艺。实

际上，中药相对比较特殊，通过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炮制后，既

能够降低毒副作用、增强药效，而且还可以尽最大可能的发挥药

效；（6）关注药材质量。在中药临床用药过程中，需要对中药材

品种、产地给予关注，并作出详细标注，严禁随意变更中药材产

地，以确保临床用药效果；（7）科学煎药。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和

病情特点来告知如何对中药给予正确煎服，如浸泡时间、煎熬火

候及煎熬流程等。

1.3 临床评定标准

（1）不安全事件发生情况。对两组患者用药阶段常见的不安

全事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如用量用法错误、炮制煎煮错、未辨证

施治、中西药联合不当。（2）临床疗效。治愈：患者临床症状消

失，临床指标恢复正常范围；显效：患者临床症状出现明显好转，

临床指标趋于正常；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和指标未见改善。总有

效率 =（治愈 + 显效）/ 总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对本次两组患者研究所得数据借助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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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和探究中药临床用药安全性问题及用药效果。方法：随机抽取了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2000 例中

药临床用药患者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将其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中药临床用药，而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又给予了安全性问

题分析和防护，然后对其不安全事件发生率和用药效果进行统计。结果实验组患者的不安全事件发生率（3.0%）低于对照组（20.0%），而用药效

果（98.0%）明显高于对照组（88.0%），两组间的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中药临床用药过程中，对其潜在的安全性问题

给予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给予解决，既可以确保中药临床用药，而且还可以提高患者的用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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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进行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如果P＜0.05，则说明研究所得数据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安全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统计发现，实验组患者的不安全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数

据差异具备一定的统计学意义（P ＜ 0.05），如表 1 所示。

2.2 两组患者用药效果比较

通过临床用药安全分析和防护后，实验组患者的用药效果明

显高于对照组，两组间的数据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

如表 2 所示。

3  讨论

如今，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有效推动了中医药

学的发展，而且国家在该领域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并取得了比较不错的发展效果。然而，在中药临床用药过程中，由

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用量用法错误、炮制煎

煮错、未辨证施治、中西药联合不当等安全性问题，不仅影响中

药临床用药效果，而且还会危及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

了使上述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就需要诱发安全性问题的因素进行

分析，并提出有效的预防和解决措施，以此来降低安全性问题的

发生率，提高中药临床用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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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用量用法

错误

炮制煎

煮错

未辨证

施治

中西药联

合不当

不安全事件

发生率

100 1 1 0 1 3.0 

对照组 100 5 4 6 5 20.0 

P ＜0.05

实验组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100 58 30 2 98.0 

对照组 100 42 46 12 88.0 

P ＜0.05

实验组

表1        两组患者不安全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表2       两组患者用药效果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