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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临床合理用药的安全性及不良反应研究 

蔡慧玲，油 琪，王思敏 

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菏泽 

【摘要】中药是指以天然植物、动物、矿物等为原料，按照一定配方和制备方法，经炮制、研磨等处理而制

成的药品。中药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与预防。虽然中药治疗效果显著，

但由于其种类繁多、配方复杂，临床应用合理性与安全性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本文针对可能导致中药不

良反应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中药临床合理用药安全性的建议，以期为中药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从而

促进中药在临床的安全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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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fers to drugs made from natural plants, animals, minerals, etc., according 
to certain formulas and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processed through processing, grinding, et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various diseases. 
Althoug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due to its diverse types and complex formulas, 
the rationality and safet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have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ssible caus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n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rational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e its safe and effective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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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以其独特的药理作用和辨证施治的特点，在

慢性疾病、慢性复发性疾病、功能性疾病等治疗中具有

良好效果，尤其在慢性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中药除其独特的药理作用外，还能够综合调理患

者机体，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对促进患者全面康复有重

要价值[1]。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中药与西药的结合应用已

成为现代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方向，旨在降低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个性化、安全的医疗

服务。近年来，中药的应用在临床备受关注，使用范围

越来越广，其用药合理性、安全性问题日益凸显，不合

理用药可能导致病情加重或引发不良反应，进一步危

害患者健康[2]。因此，强化临床中药应用的合理性、安

全性非常关键。 

1 中药临床应用引发不良反应的主要原因 
1.1 药物因素 
我国地域广阔，药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药材可

能因产地不同而导致质量差异，此外，药材取材部位、

种植方式、采收方式及炮制方式等不同也会对药材质

量产生影响。质量不合格的中药材可能存在药用有效

成分含量不足的情况，从而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或者需

要增加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良反应发生风

险[3]。部分药材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如霉菌、细菌

等，而这些微生物可能产生毒素，或者直接引发感染，

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例如发热、恶心、呕吐、腹泻

等。质量不合格的中药材还可能含有重金属、农药等有

害物质，这类物质在人体积累或者与其它成分发生反

应后，可能引发中毒反应或者免疫反应，最终导致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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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发生。 
1.2 临床因素 
1.2.1 配伍禁忌问题 
中药配伍是中药使用的关键环节，在中药配伍使

用过程中，不同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一种药物

可能影响另一种药物的代谢、吸收、分布或排泄，使得

药物浓度在体内发生变化，进而增加或减少药效，甚至

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4]。另外，不同个体的药物代谢能

力存在差异，某些患者可能对某种中药的代谢速度较

慢，导致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升高，从而增加不良反应的

发生风险。虽然中药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部分患者仍

然可能对某种中药存在过敏反应，在配伍中，若未详细

询问患者过敏史，则可能增加过敏反应发生的概率，从

而导致皮疹、荨麻疹、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发生。某些

中药具有特定的禁忌证，与其它药物配伍使用可能加

重禁忌证的表现，甚至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特别是孕

妇、哺乳期妇女、儿童或老年人等特定人群。 
1.2.2 用法用量问题 
用法用量错误是导致中药临床应用不合理的重要

因素，如中药使用的剂量过大，则可能增加其在体内的

浓度，导致药效过强或引发毒副作用[5]。部分中药材含

有有毒成分，例如，乌头中乌头碱具有毒性，虽然经处

理后毒性已大幅削弱，但临床应用仍需严格控制用量。

另外，每种中药材在不同疾病中的治疗剂量不同，剂量

不足则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或延长疾病治疗时间，

增加患者痛苦。某些中药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使用，如空

腹服用或饭后服用等，如用药时间不当则可能影响药

物吸收、代谢或药效，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1.2.3 辨证施治问题 
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病因病机，

选择相应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如果未能辨证治疗，盲目

使用中药，则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或产生不良反应，

影响治疗安全[6]。例如，对于寒热虚实不同类型的感冒，

中药的选择应该有所区别，如果医生未进行辨证，则可

能会用药错误，造成治疗效果不佳或不良反应的发生。

未经辨证施治时，医生可能忽视患者的个体差异，将相

同的治疗方案应用于所有患者，导致部分患者对某些

中药过敏或产生不良反应。辨证施治能够根据患者的

体质、年龄、性别等因素调整治疗方案，以降低不良反

应发生风险。 
1.3 患者因素 
1.3.1 个体差异 
不同个体对中药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这与患者

的年龄、性别、体质、基础健康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些差异可能影响药物的代谢、吸收、分布和排泄，从

而导致对中药的反应不同，甚至引发不良反应[7]。患者

的药物代谢能力可能因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部分患

者可能代谢某种中药的速度较快，导致药物在体内的

清除较快，而一些患者可能代谢较慢，使药物在体内积

累过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患者免疫系统状态可

能影响患者中药应用效果，部分患者可能具有超敏反

应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在使用某些中药时会出现

不适症状。另外，年龄和性别也可能影响患者对中药的

反应，例如，儿童和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的差异，对药

物的代谢和排泄可能较年轻成年人有所不同，因此需

要调整剂量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1.3.2 遵医嘱程度 
患者是否严格按照医嘱使用中药也会影响不良反

应的发生。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时会考虑患者的病情

和身体状况，合理确定剂量和用药频率，但如果患者未

能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可能导致药物在体内积累过多，

从而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另外，如果患者未能如

实告知医生正在使用的其它药物，可能会导致药物相

互作用或药物叠加效应，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 
2 强化中药临床应用合理性与安全性的建议 
2.1 做好中药材储存管理 
做好中药储存管理是确保临床用药安全的关键，

医院储存中药时需确保储存环境干燥通风，远离潮湿

和阳光直射。储存室温度应在合适范围内，并定期检查

环境条件，确保符合中药材的储存需要。根据各中药的

特性进行分类管理，并储存在符合卫生规范的容器中，

在容器上标注中药名称、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

息，便于管理和追溯。采取防潮、防尘、防虫等相应措

施，确保中药材和成品药的质量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定

期检查药物，避免药物发生虫蛀、发霉、风化等情况，

确保药品质量[8]。 
2.2 提高中药从业人员素质 
提高中药从业人员素质是提高临床中药应用的合

理性与安全性的关键措施之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其一，定期组织中药临床应用医护人员开展

合理用药知识培训，包括中药配伍、中药制剂应用、中

西医结合应用等，同时根据医护人员特征设置考核项

目，所有医护人员需定期接受考核，考核结果与工作绩

效相连接，以提高相关医护人员专业能力，降低因人为

失误而导致的用药错误。其二，加强对中药相关法律法

规的教育培训，使中药从业人员深入了解中药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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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要求，遵守中药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相关规

定。其三，注重培养中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强调医德医风建设，增强中药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和

责任感。其四，中药从业人员需加强临床实践经验积

累，掌握各类疾病的中医诊疗方案，熟悉中药的合理搭

配和应用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升自身专业水

平，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中药。 
2.3 规范临床用药 
中药临床应用的规范性是降低中药不良反应发生

风险的关键措施之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规范中药处方，临床医生在开具处方时需确保处

方内容的完整性，保持处方字迹清晰，确保药剂师能够

根据处方获取正确的药物名称、用法用量等，从而对医

生用药情况进行再次评估，以保证用药安全性与合理

性。其二，加强中药调配管理，完善中药调配制度，将

普通中药材称重误差控制在±5%以内，如为名贵中

药、有毒中药或细料中药，其称重误差需控制在±1%
以内；中药饮片中药称重误差需控制在±3%以内；中

成药称重误差需控制在±10%以内，注意在称重过程

中严格禁止手量或者估计药物用量，需使用科学的称

重工具，确保药物调配比例正确。其三，加强用药监测

与评估，建立中药用药监测和评估体系，对患者的用药

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以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用药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完善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机制，

鼓励医护人员和患者主动报告中药不良反应，以便于

及时发现和处理中药不良反应/事件。其四，加强医患

沟通和信息共享，医生应与患者充分沟通，了解患者病

情和用药史，向患者详细解释中药治疗方案，并提供必

要的用药指导和注意事项，以建立良好医患关系，促进

医患配合，确保用药规范。 
2.4 加强患者健康教育 
加强患者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患者对中药治疗的

认知水平和依从性，促进中药治疗的合理应用，确保治

疗效果和患者安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

一，制作中药用药手册或宣传资料，向患者普及中药的

基本知识，包括中药的分类、功效、用法、用量等，提

高患者对中药治疗的了解，同时增强其治疗信心，促使

其主动遵循医嘱并配合治疗。其二，给予患者正确的中

药用药指导，详细解释中药的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

并告知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措施，以便于及时

对不良反应进行干预，引导患者正确使用中药，以减少

用药风险。其三，组织中药健康讲座或康复教育课程，

邀请专家为患者讲解中药的适应症、禁忌证、用药注意

事项等，提高患者对中药治疗的认识。其四，为患者提

供生活指导，包括饮食、作息、运动等方面，帮助患者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确保中药疗效能够被充分吸收，

以提升治疗效果。 
3 总结 
综上所述，临床中药的不合理应用可能影响患者

治疗，甚至导致不良反应，加重患者病情。临床需从用

药人员、药材管理、药方配置等多个方面入手，提高临

床中药应用安全管理质量，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性与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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