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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处方调配和中药质量管理的研究 
曲亚会 

(鄂伦春自治旗中蒙医院  内蒙古呼伦贝尔  022450) 

摘要：目的：探究中草药处方调配和中药质量管理的应用效果。方法：在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间，随机抽选出本院中草药处方 500

份视为参照组，在此期间采取常规质量管理；并选择同期另外 500 份中草药处方，视为观察组（在此期间展开中药质量改进管理）。对比分

析两组中草药处方调配差错率、中药质量管理评分。结果：观察组中药处方调配差错率明显低于参照组，数据对比结果（P＜0.05）；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中药质量管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中草药处方调配中，改进中药质量管理，能够大大降低差错率，还

能够提升管理质量，并保证患者的用药效果，具有较高的作用价值，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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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医疗观念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药作为我国独有的医疗文化，已经

被人们逐渐接受，同时中草药方剂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因此中

医治疗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1]。但是在实际使用管理过程中，很

多中草药药房的管理调配存在不合理性，未能够根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真实需求调配中药材，又或者对中草药的管理知识不

够了解，导致中草药的质量出现问题[2]。中草药调剂人员的综合

素养会直接影响到中草药质量，并进一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

果。由于每种药物的治疗方向、效果均不相同，增加中草药处

方管理难度。本文中，对本院收治的患者进行分析，探究中草

药处方调配管理对中药质量的影响效果，以下是详细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线信息 

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间，对 1000 例患者展开分

析，按照管理办法的不同，分别抽选出 500 份中草药处方，其

中参照组 500 份中草药处方采取常规质量管理，另外 500 份中

草药处方则改进中药质量管理措施。纳入标准：1000 例患者均

对本次研究知情，2 组均由同一组中药技师进行用药调配，病

历资料完整；排除标准：排除精神功能障碍、沟通障碍、意识

障碍、合并严重肝肾功能病变患者。 

参照组：男女比例分别为：258:242；在 20 岁至 50 岁之间，

组内年龄均值为（37.8±3.7）岁。 

观察组：男女例数分别为：260 例、240 例，年龄范围：20~50

岁，平均：37.5±3.8 岁。 

比较 2 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数据对比结果（P＞0.05）。 

1.2 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质量管理：中药技师在对患者使用中草药

时，先对患者的基本信息进行核对，对中草药处方所注明的药

物名称、种类进行查阅，确保中草药处方中并无配伍禁忌，注

意所使用的中草药剂量是否超过规定，一旦出现尽量超过或者

不符合中药配伍禁忌，应当在处方当中标明，并且退回与临床

医师进行沟通，重新开具中草药处方[3]。定期对中药技师进行全

面的技术培训以及理论考核，促使中药房工作人员能够熟练掌

握相关知识，并且学习称量设备使用方法，以保证中草药处方

调配准确性。中药房药师在中药处方调配成功以后，需要检查

相关中草药是否完整且正确。尽量避免调配错误或者漏发等情

况的发生，对患者进行相关指导，使其了解药物煎煮、储存以

及用药过程当中的相关注意事项。中药饮片在煎煮前应当确保

使用常温水浸泡一到两小时，再煎药效果更佳。中药房药师需

要对所有的中草药材给予妥善管理。根据中草药自身特点，选

择阴凉透风的环境进行储存。一定要做好防虫、防腐、防潮等

管理，同时避免阳光直射中草药，对于容易发挥的中草药材一

定要做好密封保存。 

观察组实施中药质量管理：（1）首先，对中草药药房内的

人员的文化水平进行评估。登记所有工作人员的能力、教育背

景、技术专长等知识，通过档案记录的方式，将人力资源最大

化的利用[4]。利用中草药发展规律，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知识培

训，使其能够全面熟练、掌握认识相关中草药学的知识。同时

对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时期能够学习如何与患者沟通，提高

工作人员的交流能力、职业素养、道德水平。对于针对性较强

的岗位，需要引入专门的人才。同时在档案中对所有工作人员

的工作时状态能力水平进行评估，对表现优异者给予相应的奖

励，对表现较差者需要进行处罚，全面提升其专业水平。（2）

药材管理  全面建立完整的中草药信息库，通过规范的采购入

库系统对所有的中草药进行管理，同时准确记录每一批次的中

草药。所有入库的中草药均需要有完整准确的入库记录，能够

有据可查、有据可依。按照中草药摆放规定和相关计划，将各

类型的药物摆放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做好相关统计，最大程度

上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以提高中草药的存取效率，最大程度上

避免错误发生。建立有关中草药存储量的查询系统，方便医护

人员对相关药品进行判断，同时也有利于管理过期药品，定期

核对药物量与药物时效，及时更替新的药物。 

1.3 观察指标 

比较 2 组中草药处方调配差错率、中草药质量管理评分。

中草药处方点评方式：从处方书写、剂量准确度、质量管理意

识展开评价，各个评分范围：0~100 分，分值越高表示质量越

高。 

1.4 统计学分析 

评定本文研究结果使用 SPSS22.0 进行，计量数据经由

（ sx ± ）表述，t 检验获取处理结果，计数资料经由（%）表

述，χ2 检验获取处理结果，通过分析如果 P 值＜0.05，则表示

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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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对比 2 组中草药处方调配差错事件发生率 

分析两组中草药处方调配差错率，可以看出观察组处方差

错率明显低于参照组，数据对比结果：P＜0.05（见表 1）。 

表 1  比较 2 组中草药处方调配差错率（n/%） 

组别 用量错误 用药错误 错配、多配、漏配 发药错误 差错率 

参照组 9（0.90） 5（0.50） 2（0.20） 2（0.20） 18（1.80） 

观察组 1（0.10） 1（0.10） 0（0.00） 0（0.00） 2（0.20） 

卡方值 —— —— —— —— 4.670 

P —— —— —— —— ＜0.05 

2.2 比较两组中草药处方质量管理评分 

从质量管理评分结果中分析，可以看出观察组中草药处方质量点评结果均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 2 组质量管理评分结果（ sx ±   分） 

组别 处方书写规范性 剂量准确度 质量管理意识 

参照组 84.50±3.10 85.72±2.53 85.12±3.58 

观察组 92.28±3.39 90.57±3.28 91.73±2.74 

卡方值 5.693 6.402 5.917 

P ＜0.05 ＜0.05 ＜0.05 

3 讨论 

现如今，随着人们医疗观念发生巨大的转变，再加上医疗

服务行业进一步提升，人们对于中草药使用需求量大大增加，

因为中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使得中草药可以在临床上广泛使

用[5]。然而随着中草药临床使用率不断的增加，中药在临床使用

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中药房调配管理制

度存在不合理，所有工作人员均未接受针对性的系统性培训，

或者对中草药的独特作用并不了解[6]。（2）中草药质量管理存在

一定的问题，导致原材料管理不到位。这与中药房调配人员的

综合素质也有密切联系，使得中药在使用过程中，最终影响到

了患者的治疗效果。中草药质量管理一直是临床上研究的高热

话题，为了尽量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确保每位中草药的临床

效果，需要对中草药处方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培训。首先，

所有工作人员应当详细明确各种中药材的物理性质和特点，在

保管过程当中，应当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中草药质量管理最

大的难题就是腐烂和虫蛀，所以需要对中草药管理人员进行严

格培训，全面了解中草药的正确保存方式，按照详细要求进行

储存[7]。 

另外，为了保证达到良好的保管效果，通常情况下要求中

草药避光保存，放置在阴凉环境当中，对于特殊的药品应当采

取特殊的保存方式。为了能够避免发生纰漏，应当对外观相似

的物品进行分割保管。除此以外，对于供货单位的资质一定要

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8]。 

在中草药的储存保管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方法的科学性、

合理性，按照相关性质要求分类储存。此外，随着医疗行业不

断发展进步，对中药房处方调配人员的专业能力也需要进行提

升。每位工作人员应积极学习管理办法，并提高自身的工作能

力，保证中草药质量管理把关，才能够充分发挥中草药的实际

应用价值。 

总而言之，中草药方的调配质量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需

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全面培训。并加强管理力度，以保证中草药

在临床使用过程当中，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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