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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师开展药学指导减少中药不良事件的效果及价值评价 

江旭君 

黎川县中医医院  江西抚州 

【摘要】目的 评价在中药师开展药学指导下对减少中药不良事件的临床效果及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对

象选取在我院接受中药处方治疗患者 60 例，经过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有 30 例，对照组给

予常规用药管理，观察组采取中药师药学指导管理，分析并对比两组最终获得的管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

者对用药知识掌握度以及遵医用药行为与对照组相比明显提升，中药不良事件以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均

低于对照组，最终患者及家属对用药管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中药治疗患者中开展

中药师药学指导管理，可使临床用药管理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增强患者的中医用药行为，减少中药不良事

件发生，提高用药安全性以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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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by Chinese pharmacists in reducing adverse ev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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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by Chinese 
pharmacists in reducing adverse ev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inese 
medicine prescription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conventional medic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management by Chinese pharmacists. The final management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knowledge of medic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adverse 
reac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nd,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medication manage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arrying out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management by Chinese pharmacists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inese medicine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medication management, enhance patients' Chinese 
medicine medication behavior,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mprove medication 
safety and effect. 

【Keywords】Chinese medicine pharmacist; Pharmaceutical guidance; Adverse ev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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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药治疗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不仅能够调和人体阴阳平衡，还能有效改善患者

症状。然而，中药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使得临床中

药治疗存在一定风险。中药师在药学指导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首先，他们负责收集患者病史和药物过

敏史，以确保患者安全用药。其次，中药师通过详细

解释药物成分、作用机制及使用方法，提升患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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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认知[1-2]。为此，本文笔者详细分析了中药师

药学指导管理对减少中药不良事件的应用价值，详

情见下文叙述: 
1 临床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现将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

的中药处方治疗患者 60 例作为此次评价对象。分组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观

察组中有男性 16 例和女性 14 例，年龄在 18-78 岁

之间，年龄平均值为（48.00±2.30）岁；对照组中包

括 17 例男和 13 例女，最小年龄 18 岁、最大年龄 77
岁，平均年龄为（47.50±2.20）岁。两组临床资料对

比差异较小（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常规用药管理，具体内容包括

应详细审查患者的病历，包括既往病史、药物过敏

史等，以确保用药安全。同时，对中药的用法用量、

煎煮方法进行规范指导，强调个体化用药原则，减

少用药剂量不当、疗程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的药源性

疾病。此外，还需关注患者的用药依从性，通过健康

教育提高患者对中药知识的了解，促进合理用药。 
观察组采取中药师药学指导管理，1）个体化用

药评估：对患者的体质类型、疾病诊断、过敏史、既

往用药史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结合中医辨证施治

的原则，制定个性化的中药治疗方案。2）药物相互

作用预警：利用先进的药物相互作用数据库和专业

指南，对中药方剂中的各种成分进行深入分析，识

别并评估可能发生的药效增强、药效减弱或药物不

良反应的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施。3）药物剂量监

控：根据患者的体重、年龄、肝肾功能状况以及病情

的严重程度，精确计算中药的剂量，并在用药过程

中持续监控，确保剂量既能够达到治疗效果，又不

会超过安全范围。4）用药教育策略深化与实施：为

提升患者用药安全与疗效，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用药

教育措施。我们设计了一套中药知识及服用方法的

视觉教材，融合文字、插图和动画，便于患者理解中

药特性。教育中重点说明中药适宜服用时间，如饭

前饭后、睡前等，并强调体质与病情调整用药时间

的重要性。同时，详细说明饮食禁忌，提醒患者避免

食用与中药相互作用的食物。我们还介绍可能的不

良反应及其应对措施，增强患者自我监测能力，从

而提高其保健意识和用药依从性。5）药效监测与评

估体系构建与执行：为确保中药治疗效果与安全，

我们建立了全面的药效监测与评估体系。体系涵盖

患者生理指标检测、症状改善记录分析，以及药物

代谢动力学参数监测。通过电子健康记录系统跟踪

患者用药史和病情变化，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确保患者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和用药安全。6）不良反

应快速识别与处理：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对患者在

用药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不适症状进行及时评估，一

旦确认不良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停药、调

整用药方案、对症治疗等措施。7）药学咨询服务：

设立专门的药学咨询服务热线，为患者提供 24 小时

的专业用药咨询，解答患者关于中药使用的疑问，

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准确、全面的用药指导。8）制定

用药指导手册：针对不同疾病类型、患者群体和中

药品种，编制内容详实、易于理解的用药指导手册，

内容包括中药的基本知识、适应症、禁忌症、服用方

法、注意事项等，便于患者和家庭进行自我管理。9）
强化与医生的沟通协作：中药师与医生建立紧密的

工作联系，定期召开病例讨论会，共同分析患者的

病情变化，探讨最佳的中药治疗方案，确保患者用

药安全有效。10）定期进行药学知识培训：组织中药

师参加定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包括中药药理

学、毒理学、临床药学服务等内容，提升中药师的用

药安全意识和临床实践能力。 
1.3 观察标准 
1）评估指标：内容包括患者对用药知识掌握度、

遵医用药行为以及用药管理满意度，评价使用自制

调查问卷表，每项指标的总分值为 10 分，得分越高

则证实指标越好。2）将两组中药不良事件以及用药

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记录对比。 
1.4 统计方法 
数据处理用 SPSS25.0 软件。计量指标用（均值

±标准差）描述，另外行 t 检验；计数指标用 n（百

分比）描述，并且行 χ²检验；当 P＜0.05 时，结果

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管理前，两组临床相关指标对比显示无差异

（P>0.05）；管理后与对照组结果比较显示，观察组

患者用药知识掌握度以及遵医用药行为均得到显著

提升，中药不良事件以及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显

著降低，最终获得的用药管理满意度较高,(P＜0.05)，
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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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间评分指标对比( x ±s、%) 

分组 n 
用药知识掌握度/分 遵医用药行为/分 管理满意度/分 中药不良事件/% 用药不良反应/%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后 管理后 管理后 

观察组 30 6.4±0.7 9.2±0.7 6.3±0.5 9.6±0.4 9.5±0.5 1（3.3） 2（6.7） 

对照组 30 6.1±0.5 8.7±0.5 6.2±0.2 8.6±0.2 8.6±0.3 6（20.0） 8（26.7） 

t/χ²值  1.9101 3.1835 1.0170 12.2474 8.4540 4.0431 4.3200 

P 值  0.0611 0.0023 0.3133 0.0000 0.0000 0.0443 0.0376 

 
3 讨论 
中药不良事件的发生现状不容忽视。近年来，

中药使用日益广泛，但由此引发的不良事件也呈上

升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中药不良事件发生率逐

年增加，其中部分事件甚至导致患者死亡或严重后

遗症[3]。不良事件的发生与患者个体差异、用药不当、

中药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亟需采取措施加强中药

安全管理。而在常规用药管理中常面临患者对中药

药理作用认识不足、缺乏个性化用药方案、忽视中

药相互作用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中药不良事件频

发，影响患者用药安全。此外，在临床常规管理工作

中缺乏有效的沟通手段，难以准确评估患者用药依

从性，使得药学指导难以全面覆盖[4]。为进一步提高

中药管理质量，我院对中药治疗患者开展了中药师

药学指导管理，且最终获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中

药师在临床实践中开展药学指导至关重要，主要基

于以下几点必要性：首先，中药成分复杂，患者个体

差异大，药学指导有助于确保用药安全；其次，中药

不良事件频发，药学指导有助于降低不良事件发生

风险；再次，药学指导有助于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

和治疗效果；最后，药学指导有助于推动中医药事

业健康发展，提升中药师专业地位。中药师在开展

药学指导时，秉持着“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强调个体化用药，关注患者用药安全与疗效，倡导

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同时，注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将传统药学知识与现代药学理念相结合，

以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和生活质量。中药师在开展

药学指导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6]。首先，他们

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合理调整用药方案，减

少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事件的发生。其次，中药师

的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患者对中药的认知，增强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此外，中药师通过定期随访，及时

发现并解决用药问题，确保患者用药安全有效。这

些作用和优势显著提升了中药治疗的可靠性和患者

的满意度[7-8]。 
综上所述，中药师药学指导在减少中药不良事

件中扮演关键角色。通过详细的中药知识普及和个

体化用药方案制定，药师能有效识别和预防潜在的

药物相互作用、剂量不当等问题，从而降低患者用

药风险，确保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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