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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综述论文旨在探讨中药处方审核在医疗实践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实施合理用药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中药处方审核的历史背景、方法、影响因素和未来趋势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药的

处方审核在提高患者安全和治疗效果方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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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role of prescription review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medical practice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By thoroughl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uture trends 
of prescription review of Chinese medicine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
scription review of Chinese medicines in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and treatmen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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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治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临床应用，它不仅是一种传统地治疗方式，在现代医学中也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中药可以用于防治多种疾病，包括常见慢性病、感染性疾病、急慢性疼痛等

[1] [2] [3] [4] [5]。其次，中药治疗通常与西药治疗相辅相成，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有助于提

高疾病的治疗效果，减轻患者的不适，缩短康复时间[6] [7]。此外，中药治疗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8]，
有研究显示，利用中医整体观选择药物对酒精性肝病和抑郁症有着非常好的治疗作用[9] [10]。中药治疗

也注重个体化治疗[11]，使用个性化中药治疗对难治性哮喘等疾病也有较好的治疗作用[12]。然而，为了

确保中药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合理用药是至关重要的。不恰当的中药使用可能会导致药物相互作用、

药物中毒和不良反应[13] [14]。因此，中药的合理用药需要药学专业人员的严格审核和监控，以确保患者

得到安全、有效的治疗。中药的应用与合理用药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全面和有效的医疗体系，

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并促进医疗领域的进步。 
中药处方审核作为保障合理用药的关键环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5]。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体现在

多个方面。首先，中药处方审核有助于确保患者获得适宜的中药治疗。在中药治疗中，合理的组方和用

药剂量至关重要，因为中药成分复杂，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的性质各异[16] [17]。审核过程可以确保所开

具的处方在药物组合和剂量上符合临床需要，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其次，中药处方

审核有助于防止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中药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与其他中药或西药产生相互作用，

导致不良反应或降低疗效[18] [19]。通过处方审核，药师可以识别并警示医生和患者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

风险，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此外，中药处方审核有助于优化治疗方案。中药治疗通常需要根据

患者的体质、病情和病史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20]。药师在审核过程中可以提供有关用药的专业建议，

确保治疗方案与患者的个体情况相符[21]。这有助于提高治疗的针对性，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 
本论文旨在探讨中药处方审核与合理用药的重要性与挑战。首先，我们将详细介绍中药处方审核的

定义、目标和法规，突出其在患者安全和药物疗效方面的关键角色。随后，我们将分析中药处方审核对

患者安全和药物疗效的影响，探讨其中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最后，我们将总结中药处方审

核的重要性，强调其在合理用药和患者治疗中的不可或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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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处方审核的定义与目标 

2.1. 处方审核的概念 

2.1.1. 处方审核的定义和基本原则 
处方审核是对医生开具的处方进行合理性审查的过程，其目的是确保处方安全、合理，发挥中药的疗效。

处方审核的基本原则包括：一是检查处方的规范性，如患者信息、临床诊断、签名、日期等是否完整。二是

审核处方用药的合理性，检查药物种类与剂量是否符合诊断，无误用、漏用及超量用药情况。三是核对处方

组成，检查是否有配伍禁忌、重复用药等情况。四是关注处方用药的安全性，检查药物是否有过敏史、配伍禁

忌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因素。五是检查处方用药的经济性，避免超量开具、重复用药浪费资源。总之，处方

审核的定义和基本原则强调了患者个体化、药物合理性和法规合规性，以确保中药治疗的质量和患者安全。 

2.1.2. 审核的主要目标：患者安全、药物疗效和经济性 
处方审核的主要目标包括患者安全、药物疗效和经济性。首先，处方审核的核心关注点之一是患者

安全[22]。通过仔细审核中药处方，药师可以审查和避免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和过量用药，从

而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23]。其次，处方审核也旨在优化药物疗效[24]。合理的中药组合和剂量搭配可以

最大程度地提高药物治疗效果，加速患者地康复过程，减轻患者的症状和不适。最后，处方审核还关注

药物治疗的经济性[25]。合理用药有助于降低治疗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药物开支，从而在医疗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确保医疗经济的可持续性[26]。因此，中药处方审核的主要目标综合考虑

了患者的安全、药物疗效和经济性，为医疗体系的改善提供了重要保障。 

2.2. 中药处方审核的法规与指南 

2.2.1. 相关法规和指南对处方审核的要求 
国内相关法规和指南对中药处方审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权威的用药

法典，其中规定了中药的质量标准和使用原则，是中药师进行处方审核的法律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规定了药师应当对处方用药适宜性进行审核，具有药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的人员负责处方审核以及处方审核的内容[27]。《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范的通知》，进一

步明确了处方审核的定义，规定了处方审核的对象包括纸质处方、电子处方和医疗机构病区用药医嘱单

[28]。强调了药师是处方审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处方审核在患者安全中的关键作用，要求药师应当对处

方各项内容进行逐一审核。 

2.2.2. 药学团队在审核中的角色和职责 
药学团队在中药处方审核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和职责。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确保中药处方的疗效、安全性、

合理性和经济性。药师负责审查处方，确认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检查患者的过敏史，以及调查患者的用药历

史[29]。他们还与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密切协作，提供有关中药选择、用药方式和剂量的建议[30]。药师的职责

还包括教育患者，确保他们理解并遵守药物治疗计划，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不良反应的风险[31]。
通过这些核心职责，药学团队在中药处方审核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确保患者的安全和合理用药。 

3. 中药处方审核与患者安全 

3.1. 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 

3.1.1. 中药组方中的潜在药物相互作用 
中药组方中的潜在药物相互作用是中药治疗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中药常常采用多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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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组合，每种药材都含有多种活性成分，这就增加了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这些相互作用可能

导致药物的加强或减弱效果，甚至引发不良反应[32] [33] [34]。因此，了解和识别中药组方中的潜在药物

相互作用对于确保合理用药和患者安全至关重要。药学专业人员在中药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应

对中药组方进行仔细评估，注意可能的相互作用，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患者潜

在的风险，确保中药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 

3.1.2. 中药引发的不良反应及其预防 
中药治疗虽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也存在引发不良反应的潜在风险[35]。中药不良反应包括过敏

反应、药物相互作用、中毒等[36] [37]。因此，预防中药引发的不良反应至关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准确

的中药处方和用药监测[38]。医生和中药医师需要充分了解患者的病史、过敏史和用药情况，以便制定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此外，药师对中药材质量的严格控制也是预防不良反应的关键。对中药材的质量、纯

度和合规性进行全面检查，以确保所使用的中药材安全有效[39]。此外，对患者和医护人员的药物教育也

是预防不良反应的重要环节，患者应清楚了解用药方法和可能的不良反应，及时向医生报告任何不适症

状。综合而言，通过细致的患者评估、中药质量保障和患者教育，可以有效地预防中药引发的不良反应，

确保患者安全和治疗的有效性。 

3.2. 用药合理性 

3.2.1. 用药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用药合理性的评价标准是确保患者获得安全有效治疗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标准基于医学证据和临

床实践，旨在评估患者的药物治疗是否符合最佳实践和医学指南。合理用药的评价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是否准确诊断患者的疾病，以确保药物的治疗目标正确[40]。其次，是否选择了适当的药物，

包括剂型和规格的选择，以确保最佳的药物效果[41]。接着，用药的剂量和频率必须根据患者的年龄、性

别、体重、肾功能等因素进行个性化调整，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42]。此外，评价还包括了对患者的用药

监测和药物相互作用的考虑，以及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43]。这些评价标准不仅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和副作用，还可以提高治疗的成功率，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的医疗照顾，从而维护了患者的健康和安全。 

3.2.2. 中药处方审核对用药合理性的贡献 
中药处方审核在医疗实践中对用药合理性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对中药处方的仔细审查，药学专业

人员能够确保患者获得安全有效的治疗。首先，中药处方审核有助于避免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应的发

生[44] [45]。中药常常由多种草药组成，其中一些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可能增加患者用药的风险。审核程

序可以识别这些潜在问题，并在处方中进行调整，以确保患者的治疗方案是安全的。其次，中药处方审

核还有助于确保患者获得正确的草药和剂量[22]。不合理的中药选择或错误的用量可能导致治疗效果不佳

或出现副作用。审核程序有助于纠正这些问题，确保患者接受到最合适的治疗。综合而言，中药处方审

核不仅提高了中药治疗的安全性和疗效，还有助于推动合理用药的实践，为患者提供了更好的医疗保障。 

4. 中药处方审核的挑战与策略 

4.1. 复杂性与多样性 

4.1.1. 中药复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中药复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了中医药学的丰富性和多维性。这种特点源于中药治疗的核心理念，

即通过多种天然草药的组合来达到综合疗效[20]。每一种中药都具有独特的性味、归经属性和药效[46] 
[47]，因此，中药复方的制备要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平衡和协调。复方的组方和药物配伍需要考虑到药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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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作用，以确保不仅能够达到治疗目标，还要减少可能的不良反应。这种多种成分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要求中医医师具备深厚的中药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便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治疗

方案。同时，中药复方的多样性也为疾病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允许个性化的治疗方法，以满足不同

患者的需要。然而，正因为其复杂性，中药复方的研究和标准化面临挑战，需要不断的科学研究和监管

以确保其安全性和疗效。总之，中药复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体现了中药治疗的独特性，为中医药学的发

展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4.1.2. 现代技术在复杂处方审核中的应用 
现代技术在复杂处方审核中的应用是中药材质量控制和药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科技的快速

发展，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48] [49] [50]。在中药材质量控制方面，

先进的分析仪器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药材中的化学成分和污染物，确保药材的质量符合标准[51] [52]。
同时，现代信息技术也支持药材质量的追溯系统，可以实现对药材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的全程监控

和溯源[53] [54]。在药事管理中，电子处方系统、电子病历和医疗信息系统能够有效整合患者的病历信息、

药物过敏历史等关键数据，为药师提供实时的患者信息，有助于更精确地进行处方审核[55] [56]。此外，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针对复杂的中药复方进行分析和评估，辅助药师判断药物配伍是否合理，提高

审核效率和准确性[57]。综合来看，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复杂处方审核中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加强了质

量控制，为中药材质量和药事管理带来了显著的进步。 

4.2. 数据收集与信息共享 

4.2.1. 中药处方审核所需数据的收集和管理 
中药处方审核所需数据的收集和管理是确保中药治疗安全和有效的关键步骤。数据的收集涉及患者

个人信息、病情描述、既往病史、过敏史等，以及所开具药物的具体信息，如药名、剂量、用法和用量

等。这些数据为审核提供了基础，通过记录和整理，可以帮助药师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和用药情况。数

据的管理则包括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档案，确保数据的准确、完整、安全和便捷的存储。现代医疗信

息系统的应用可以实现处方信息的电子化，便于数据的追溯和分析，同时能够实时提供患者的用药信息，

为审核提供了更高效和可靠的数据支持。综合来看，中药处方审核所需数据的收集和管理，为中药治疗

提供了科学依据，确保了用药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4.2.2. 医疗信息系统在审核中的角色 
医疗信息系统能够整合患者的病历、药品信息、诊断记录以及医嘱等多方面的数据，为药师提供全

面的患者信息[58]，以支持临床决策和处方审核。通过医疗信息系统，药师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查患者的过

敏情况、用药历史、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和禁忌症等重要信息[59]。这种实时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得药师能

够更加细致地评估处方的合理性，降低了药物治疗中的错误风险，保障了患者的安全。此外，医疗信息

系统还能提供药物的详细信息，包括药品的成分、用法用量、适应症等[60]，辅助药师进行药物选择和配

伍审核。总的来说，医疗信息系统在中药处方审核中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它提高了审核的效率和准确

性，确保了患者得到安全、合理、个性化的药物治疗。 

5. 未来发展 

5.1. 中药处方审核的未来发展趋势 

中药处方审核在未来将面临多个显著发展趋势。首先，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病历和医疗

信息系统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中药处方审核也将数字化和智能化。自动化审核系统可以准确、快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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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过敏反应和用药错误，提高审核效率，降低人为失误[61]。其次，随着医疗服

务的不断升级，中药处方审核将更加强调个性化和精准化治疗。基于患者的基因组学、病理生理学和生

活方式等个体化信息[62] [63] [64]，将能够制定定制化的中药治疗方案，最大程度地提高治疗效果。此外，

跨学科合作也将成为发展的重要方向，药学、中医学、临床医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将加强协作[65]，共同

完善处方审核标准，推动中药治疗的质量和安全。在未来，中药处方审核将不断融合现代科技和医学理

论，以提高治疗效果，实现个性化、精准化的中药治疗，为患者的健康带来更大的益处。 

5.2. 中药合理用药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 

随着中医药在国际医疗领域的推广和应用，以及中药产品的国际市场扩张，人们越来越重视中药的

安全性、疗效和合理用药。全球范围内，中药合理用药的认知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中药

具有几千年的应用历史，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药物知识，这使其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广泛[66] [67]。其次，

中药治疗在一些疾病领域中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例如中药在癌症辅助治疗中的应用，引起了国际关注[68]。
此外，国际社会对天然药物和草本疗法的兴趣不断增加，促使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中药的潜力[69]。
然而，中药的合理用药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药物质量控制、药物相互作用、标准化等问题[70] [71]。
因此，全球范围内的认知不仅强调中药的潜力，还着重于科学、规范、安全地使用中药，以确保患者的

用药安全和治疗效果，促进中药在全球医疗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6. 结论 

中药处方审核在提高患者安全和疗效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它通过专业药学团队的严格审核，确保中

药治疗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合理的中药处方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和不良反

应，还有助于提高治疗的针对性和疗效。药学专业人员的审核还有助于个性化治疗的实施，根据患者的

病情和体质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因此，中药处方审核不仅维护了患者的用药安全，还确保了中药治疗

的最佳效果，为患者的健康和康复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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