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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妇幼保健院 2023 年中药使用情况分析 
赵梓辰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四川成都  610000）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某妇幼保健院 2023 年中药使用情况，为该院中药临床应用与发展提供数据支撑。方法：从 2023 年某妇幼保健院开

具的中药处方中随机抽取 600 张，对中药使用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中药处方类型方面，中药饮片处方共计 121 张，占比 20.2%；中药

配方颗粒处方共计 479 张，占比 79.8%。在中药用量排名方面，中药饮片类用量前二十的药品由高至低依次为黄芪、苦参、黄柏、马齿苋、

蛇床子、蜜百部、大黄、白鲜皮、炒麦芽、地肤子、乌梅、金银花、北柴胡、白芍、甘草、党参、茯苓、薏苡仁、蒲公英、炒川楝子；中

药配方颗粒类用量前二十的药品由高至低依次为黄芪、茯苓、白术、陈皮、党参、山药、北柴胡、当归、益母草、白芍、黄芪、川芎、甘

草、薏苡仁、赤芍、炙甘草、黄芩、黄柏、丹参、牛膝。在中药处方疾病构成方面，月经病 104 张，占 17.4%；盆腔炎 22 张，占 3.7%；不

孕 15 张，占 2.5%； 带下类 4 张，占 0.7%；胞衣不下 15 张，占 2.5%；产后病 22 张，占 3.7%；乳汁不行 28 张，占 4.7%；胎衣不出 92 张，

占 15.3%；异味妊娠 13 张，占 2.1%；感冒类 61 张，占 10.2%；脾系病 32 张，占 5.3%；特异性皮炎 44 张，占 7.3%；湿疹 29 张，占 4.8%；

湿阻类 89 张，占 14.8%；其他类 30 张，占 5%。结论：某妇幼保健院中医类患者不局限于妇女和儿童，在全国生育率显著下降的情况下，

中医类科室具备巨大发展潜力，发展中医类科室，扩大专科医院就诊人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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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逐步重视中医药的发展，加强对其的

投入，其中包含国家政策上的倾斜以及财政上的拨款提

升等，加之民众对中医药的信任和肯定程度也在逐步提

升, 这是中医药行业得到更好发展的契机[1-2]。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提到，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提

高中医药的服务能力，大力发展中医治未病与中医养生

保健[3]。 

妇幼保健院是专门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保健的专科

医院，中医药在对妇女儿童常见病的诊疗和预防保健等

方面具备天然优势[4]。妇幼治疗、预防保健等与中医药相

结合，能全面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服务能力。为强化中

医药在妇幼预防保健中的重要性，推动各级妇幼保健机

构全面开展中医药服务，国家卫健委及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印发推进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实施方案，对

妇幼保健机构的中医药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我院自 2017 年首次开设中医科，为患者提供中医药

服务，发展至今，我院中医药的使用已涉及门诊和住院

多个科室，中药使用率显著上升。为更详细的了解我院

中药使用情况，促进我院中医药的大力发展，故进行相

关研究调查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从我院 2023 年中药处方中随机抽取处方 600 张，纳

入统计的处方，处方信息规范完整，中药名称、用法用

量、脚注等清晰可辨，且每张处方的药味 7 味及以上。

本次调查仅对我院中药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不涉

及具体干预措施及生物样本收集和检测，不涉及患者个

人信息的泄露。本次样本收集由我院中药房工作人员抽

取，每张处方依次审核，剔除不合格样本，在 2023 年中

药总处方中重新抽取等量的中药处方，最后对 600 张合

格样本进行汇总及分析。 

2 结果 

2.1 中药处方类型分布 

结果显示，中药饮片处方共计 121 张，占比 20.2%；

中药配方颗粒处方共计 479 张，占比 79.8%。见表 1。 

表 1 中药处方类型分布情况 

中药处方类型 处方张数（张） 比例（%） 

中药饮片处方 121 20.2 

中药配方颗粒处方 479 79.8 

合计 600 100.0 

2.2 中药品种用量前二十排名 

结果显示，中药饮片类，用量前二十的药品由高至

低依次为黄芪、苦参、黄柏、马齿苋、蛇床子、蜜百部、

大黄、白鲜皮、炒麦芽、地肤子、乌梅、金银花、北柴

胡、白芍、甘草、党参、茯苓、薏苡仁、蒲公英、炒川

楝子；中药配方颗粒类，用量前二十的药品由高至低依

次为黄芪、茯苓、白术、陈皮、党参、山药、北柴胡、

当归、益母草、白芍、黄芪、川芎、甘草、薏苡仁、赤

芍、炙甘草、黄芩、黄柏、丹参、牛膝。见表 2。 

表 2 中药品种用量前二十排名 

用量排行由高至低 中药饮片 中药配方颗粒 

1 黄芪 黄芪 

2 苦参 茯苓 

3 黄柏 白术 

4 马齿苋 陈皮 

5 蛇床子 党参 

6 蜜百部 山药 

7 大黄 北柴胡 

8 白鲜皮 当归 

9 炒麦芽 益母草 

10 地肤子 白芍 

11 乌梅 黄芪 

12 金银花 川芎 

13 北柴胡 甘草 

14 白芍 薏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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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甘草 赤芍 

16 党参 炙甘草 

17 茯苓 黄芩 

18 薏苡仁 黄柏 

19 蒲公英 丹参 

20 炒川楝子 牛膝 

2.3 中药处方疾病构成情况 

结果显示，在疾病构成方面，月经病 104 张，占

17.4%；盆腔炎 22 张，占 3.7%；不孕 15 张，占 2.5%； 带

下类 4 张，占 0.7%；胞衣不下 15 张，占 2.5%；产后病

22 张，占 3.7%；乳汁不行 28 张，占 4.7%；胎衣不出 92

张，占 15.3%；异味妊娠 13 张，占 2.1%；感冒类 61 张，

占 10.2%；脾系病 32 张，占 5.3%；特异性皮炎 44 张，

占 7.3%；湿疹 29 张，占 4.8%；湿阻类 89 张，占 14.8%；

其他类 30 张，占 5%。见表 3。 

表 3 中药处方疾病构成情况 

序号 疾病种类 处方张数（张）比例（%）

1 月经病 104 17.4 

2 盆腔炎 22 3.7 

3 不孕 15 2.5 

4 带下类 4 0.7 

5 胞衣不下 15 2.5 

6 产后病 22 3.7 

7 乳汁不行 28 4.7 

8 胎衣不出 92 15.3 

9 异味妊娠 13 2.1 

10 感冒类 61 10.2 

11 脾系病 32 5.3 

12 特异性皮炎 44 7.3 

13 湿疹 29 4.8 

14 湿阻类 89 14.8 

15 其他 30 5 

合计  600 100.0 

3 讨论 

本研究为了解我院常见病中药使用情况，本院作为

妇幼专科医院，有较为明确的病患构成人群，主要以妇

女和儿童为主导，但本院中医科、皮肤科、乳腺甲状腺

科、妇女保健科等均涉及中药处方开具，故本研究抽取

的中药处方对象不局限于妇女和儿童，包含所有人群。 

3.1 我院同时提供中药饮片和中药配方颗粒供临床

选择使用，我院中药饮片处方占比 20.2%，中药配方颗

粒处方占比 79.8%，结果显示我院中药的使用以中药配

方颗粒为主导，提示随着中药类型的不断发展，中药配

方颗粒更易于患者接受。相较于传统的中药饮片，中药

配方颗粒无论在药师调剂或者患者服用方面，都更加快

捷和方便。但在中药配方颗粒的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难以克服的弊端。如配方颗粒一旦拆封，接触空气极

易受潮结块，即便采取除湿机控制中药房的湿度，在湿

度最高的夏季，受潮结块依然频发，结块的颗粒易堵住

瓶口，影响配方颗粒调配机的调药准确度。同时结块的

配方颗粒当报废无法再使用，增加了中药房的损失成本。

故如何控制降低配方颗粒的结块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结果显示，2023 年中药消耗量，中药饮片类排名

靠前的涉及黄柏、马齿苋、蛇床子、蜜百部、大黄、白

鲜皮、地肤子、乌梅、金银花、甘草、炒川楝子等，该

类药品均为我院皮肤科常用中药，提示我院皮肤科使用

中药饮片的占比较高，原因分析可能为：皮肤科用药多

为外用，外用使用的汤剂量显著大于口服汤剂量，因此

相较于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更能满足这一条件。从

而提示我院中药库，中药饮片类应大量备货皮肤科常用

药品。 

中药配方颗粒排名靠前的多为妇科用药，如当归、

川芎、白芍、益母草、牛膝等，该类药也是妇科经典方

如四物汤、生化汤的主要组成部分，四物汤具有补血而

不滞血、行血而不伤血等功效，被誉为“妇科圣方”；生

化汤具有养血祛瘀、温经止痛等功效，两方多用于月经

失调、产后子宫复旧等妇产科类疾病。故在妇幼专科医

院使用率较高，提示我院中药库，中药配方颗粒应多备

货妇科类常用药。 

3.3 结果显示，我院占比较高的病种依次为月经病、

胎衣不出、湿阻类、感冒类、特异性皮炎、脾系病等。

由此数据可分析，我院中医类就诊患者的类型不局限于

妇女和儿童，虽然妇产科类疾病仍占主导，但湿阻类、

感冒类等无特定偏向人群的疾病也占较高比例，由此提

示，在全国生育率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且面对未来全国

范围内产科可预判的业务量日益减少的局面，各级妇幼

保健院应开阔思路，大力加快发展中医类科室，扩大就

诊人群范围，由此妇幼类专科医院才能在逆境中生存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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