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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 10 年来提出了“中药临床药学”的新概念，但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中药

临床药学方面的理论体系。随着中药不合理应用及中西药不合理配伍日渐增多，中药毒副作

用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引发的不良反应尤为突出。如何保证临床用药安全、有效，防止和最大

限度减少中药不良反应，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因此，建立中药临床药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

已成为医院中药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现状 

中药临床药学工作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到今天，绝大多数二三级中医院都开展了中

药临床药学工作，也得到一定发展。 

1.中药师深入临床查房、开展药历书写工作 

中药师深入临床查房是开展中药临床药学最重要，也是最难开展的工作之一，目前在部

分医院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如王祥领等介绍从中药炮制入手，在跟随医师查房时，准确理

解医师用药意图，根据药房调配规则，对需要标注炮制方法者及时提醒医师标注，对于不常

用、药房没有的品种电话通知炮制室以微波炉等快速炮制，此举使医师切实感到药师长期深

入临床的必要。 

2.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与中药的治疗药物监测 

中药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与西药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此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也

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中药药动学研究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成分（有效



成分或指标成分）明确的中药及复方，即血药浓度法；另一类是化学基础研究薄弱成分尚不

明确的中药及复方，该类主要以生物效应法为研究手段，包括药理效应法、药物累积法、效

量半衰期法、微生物法等。 

3.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测与干预 

随着我国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中药引起的不良反应及中毒的报道也逐渐增多，已引起

人们的普遍关注。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显示，2009-2013年中药类不良反应分

别从 13.3%上升到 17.3%，呈逐年增长趋势。目前，中药不良反应的监测工作应该是各级医

院中药临床药学做得最好的一点，不少医院在开展监测的同时还采取干预措施，对于降低中

药不良反应的发生起到了显著作用。 

4.中药处方点评工作开展 

近年来，中药处方点评的工作在各级医院多有开展。解放军总医院于 2012 规范了中药

处方点评工作，由责任药师专项负责，对点评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总结不合理处方的

共性问题并查找原因，通过加强处方审核力度、与医生沟通干预以及联系计算机室修改程序

等手段提高处方用药的合理性。 

5.中药煎服方法与临方炮制研究 

中药煎服方法和中药临方炮制是根据不同药物和不同患者的病情需要而特定设立的炮

制和煎服方法，是中药临床药学工作中最具中医药特色的个体化给药服务组成部分。 

6.中药的临床药学服务与药学信息服务 

目前，不少医院的中药临床药师为患者开展了临床药学服务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如北京地坛医院中药师开展肝病临床药学服务，加强对患者的药物服用指导、为住院患者建

立药历、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为医师中药不良反应及中西药配伍的禁忌等信息，帮助医师

合理使用中药、定期了解患者的肝肾功能、凝血酶原活动度及血常规等情况并据此对不合理



用药处方提出预警和拦截等，取得良好的效果。 

7.中药药物经济学及中药循证药学研究 

对中药进行经济学评价能为临床医师选择药物时提供参考，在很多情况下，中药比西药

具有相对的价格优势。如果能够结合两者的治疗效果数据进行药物经济学综合分析，中西药

各自的比较优势才能得以科学的彰显，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展了中药药物经济研究，王昕等

比较奇正消痛贴膏和扶他林乳胶剂两种治疗方案对急性腰扭伤和腰扭伤后陈旧性伤痛 299

例的药物经济学差异，结果表明奇正消痛贴膏与扶他林乳胶剂相比具有成本-效果优势。 

二、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近年来，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虽有所进展，但与西药临床药学工作相比，仍然有很

大的不足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对中药临床药学工作认识不足，重

视不够：现阶段无论是医院领导和医院的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对于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重

要性均没有足够的认识，致使中药临床药学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中药临床药学工

作开展缺乏指导性的规范、指南及可供参考借鉴的中药临床药学的系统资料：中药临床药学

的开展缺乏实践方法、开展模式、效果评估等方面的指导，更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指南，导致

中药专业技术人员想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而不知从何处下手，开展者也是自己摸索着进行，

使目前的中药临床药学工作显得杂乱无章。（3）中药临床药学教育严重滞后，中药临床药学

人才缺乏：目前全国有 26 所高等医院院校招收临床药学专业本科生，培养临床药学基础人

才，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200 多家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全国已有 4000

名临床药学师通过基地培训考试合格而获得临床药师证，而全国中医药高校没有一家招收中

药临床药学专业学生，也没有一家中药临床药师培训基地，没有一名合格的中药临床药师能

持证上岗。因此中药临床药学人才缺乏是严重阻碍中药临床药学开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4）

中药临床药学缺乏技术支撑的理论体系:中药临床药学的理论体系是不同于西药临床药学的，



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不能完全套用西药临床药学模式，而必须依据中医药理论，发挥中

医药的特点，促进中药临床药学的发展。但目前中药临床药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也

是中药临床药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有必要引起重视。 

三、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开展的策略与思考 

正是由于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因此如何推动中药临床药

学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我们医院中药临床药学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就此提出如下策

略和思考，以供参考。 

1.转变观念重视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 

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开展首先是与医院领导重视程度有密切关系的，不少医院领导对这一

项工作认识不足，认为中药人员就是抓方发药，正是这一陈旧观念严重阻碍了中药临床药学

工作的开展，因此，任何医院要开展这项工作就必须要让领导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中药临

床药学工作的重要性，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开展，才会使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开展有保障。 

2.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从处方点评开始 

处方点评工作是中药临床药学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比起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中

药的治疗药物监测、中药不良反应监测、临方炮制研究等，开展处方点评更为简单易行，不

需高端仪器，不需要专门的房屋设施，在门诊中药房就可以开展，是各级医院开展中药临床

药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更是基层医院开展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重点，因此，各级医院应该参

照“中药处方点评实施要点”的要求，积极开展中药处方点评工作，并以此作为开展中药临

床药学工作的出发点。 

3.重视中药不良反应的上报及防治 

做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特别是正确应对和避免严重药物不良反应造成的伤害，保证患者

用药安全是实现安全合理用药的关键措施之一。因此中药不良反应的上报也应是中药临床药



学工作的重点之一。不良反应的上报需要临床医生和护师的配合，这就要求临床药师应多下

临床，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用药安全，做好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收集的不良反应资

料应及时上报，并应及时反馈给临床，做好宣传工作，促使临床医师正确认识中药的特点与

作用，合理安全地运用。同时也应配合医师积极采取措施防治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后果，根

据实际情况正确判断和认识中药不良反应，消除“中药安全无毒”的误区，积极预防和采取

相应措施，严格掌握适应证，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消除或减轻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

不良后果。 

中药临床药学是以独特的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这就决定了中药临床药学的实践模式不同

于西药的临床药学模式，如何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中药临床药学开展模式是我们中药临床药

学人员的任务。 

目前全国各级各类中医医院都相应开展了中药临床药学工作，部分西医医院也安排有中

药专业人员开展部分中药临床药学工作，有关中药临床药学工作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介绍的文

章也在各种医药杂志上不断刊登，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中药临床药学的专著《中药临床药

学》也已正式出版。但到目前为止，中药临床药学学科体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其理论体系、

方法系统还不够完善。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重视和加强中药临床药学学科研究，借鉴

与参考西药临床药学的理论与模式，探讨建立适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临床药学理论体系和方

法系统，完善中药临床药学学科体系，为全面深入推动中药临床药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

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