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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药师对减少中药不良反应而开展药学服务的效果分析 

张 宁 

河北省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河北衡水 

【摘要】目的 分析探讨中药师对减少中药不良反应而开展药学服务的效果。方法 此次研究对象为 82
例中药治疗患者，入院时间均在 2020.03 月至 2022.03 月，采用电脑盲选法分组分为对照组（常规中医中药

治疗，n=41）与实验组（常规中医中药治疗+中药师药学服务，n=41）。对比分析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依从性及认知程度。结果 干预后，在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上，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0.05）。在治疗

依从率上，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在中药功效、服用方法、煎煮方法及不良反应的认知评分上，

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中药治疗患者实施中药师药学服务干预后，对减少不良反应的发

生具有促进作用，临床可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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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ists on reducing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viding pharmacy services. Methods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82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admission time was from March 2020 to March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n=41) and 
experimental group (convention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by computer blind selection method. 
Treatment + Chinese pharmacist pharmacy service, n=41).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cogni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cognitive sco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fficacy, taking method, decoction method 
and adverse reaction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fter the 
Chinese pharmacist's pharmacy service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it can be further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 Keywords 】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dverse reac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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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传统中医学的发展与完善，中

药成为疾病治疗的常用方案，在临床的应用范围较

广[1]。因中药多为草本植物、动物等，且中药方组

中包含的中药材较多，增加了不良反应发生的危险

性。因此，人们对中药的应用抱有谨慎心态。如何

减少中药的不良反应、提升中药的用药安全性是目

前临床关注的重点，也是中药工作者的研究方向[2]。

有学者在研究发现，在中药治疗期间，为患者提供

中药师药学服务的效果显著，有利于减少不良反应

的发生[3]。对此，本文就中药师药学服务对减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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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不良反应的作用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开展时间在 2020.03~2022.03，研究对象

是中药治疗患者，入选患者共有 82 例，按照电脑盲

选法分为 2 组，每组各 41 例。实验组中男患者 17
例（占比为 41.46%）、女患者 24 例（占比为 58.54%）；

年龄区间范围在 22 岁至 74 岁，平均（47.63±3.45）
岁。对照组中男性占比为 43.90%（18/41）、女性占

比 56.10%（23/41）；年龄范围在 21 岁-72 岁，平均

（46.38±3.52）岁。对比两组性别例数、年龄范围

的分布情况，P＞0.05。此次研究通过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 
纳入标准：①均为中药治疗者；②年龄＞18 岁；

③病历资料齐全者；④了解研究过程，同意加入此

次研究者 
排除标准：①未接受中药治疗者；②精神异常

或存在沟通障碍者；③不愿意加入此次研究或中途

退出研究者；④对此次研究所用中药存在过敏反应

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中医中药治疗，实验组在此基

础上增加中药师药学服务干预，详细方法为： 
（1）建立药历：药历是中药师开具药方的书面

证明，具有法律效力，在患者确诊疾病后，应主动

为其建立药历，详细记录患者的临床症状、药物使

用情况、药敏情况等，注意在建立药历后需再次核

对患者的相关信息，保证药历真实、详细，同时在

中药师签字后存留档案。 
（2）健康宣教：①用药指导：中药师在开具药

方时，应主动与患者交流，结合其病情及药物使用

情况，详细向其介绍药物功效、药理作用、服用方

法及服用剂量等药物的相关内容，着重介绍中药的

煎煮方法、药液最佳服用时间及服药的注意事项等，

加深其对药物的了解，提高药物治疗的配合度。同

时，向患者介绍不良反应的处理方法。②用药注意

事项：中药师应主动向患者介绍中药服用后可能出

现的不良反应，认真解答患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

中药学方面的问题，比如中药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中药的使用方法、中药运用期间的注意事项等，加

深患者的了解。 

（3）用药监督：①疗效：患者服用药物后，需

仔细观察症状及体征的变化情况，且可通过检测实

验室指标来评估治疗效果。②不良反应：大多数中

药存在不良反应，在中药治疗期间，中药师应做好

随访工作，定期通过打电话等形式了解患者的治疗

情况，若是发现患者存在不良反应，需立即停药并

进行处理，以减少不良反应导致的不良结局。③药

物相互作用：当处方当中含有两种及以上的药物时，

中药师应了解药物的药理作用，观察药物之间是否

存在互相影响的情况，若是患者同时在服用其他药

物，需要加强观察，一旦发现不良反应可适当减少

药物剂量或者停药。 
1.3 观察指标 
（1）干预后，不良反应：仔细记录头晕、中毒

性休克及过敏的例数，计算并发症发生率。 
（2）治疗依从性，判断依据：①患者能够完全

遵照医嘱服用中药，无漏服情况，评定为完全依从；

②患者大部分情况下能够遵医嘱用药，偶尔存在漏

服情况，则视为部分依从；③患者经常出现漏服情

况，甚至自行更改药物剂量，评定为不依从。仔细

记录完全依从与部分依从的例数，计算依从率。 
（3）干预后，认知程度：为患者发放中药知识

调查表，调查表包括中药功效、服用方法、煎煮方

法及不良反应四个方面，每个方面计为 0~100 分，

分数越低，评定为认知程度越差。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

用 t 和“ sx ±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x2 和%表示计

数资料，P＜0.05 表示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分析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从表 1 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不良反应发生率上，

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明显更低（P＜0.05）。 
2.2 对比两组治疗依从率的差异 
在治疗依从率上，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显著

更高，对比差异较大（P＜0.05），具体见表 2。 
2.3 评价分析两组认知程度的差异 
在中药功效、服用方法、煎煮方法及不良反应

的认知评分上，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P＜0.05），

详细数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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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分析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头晕 中毒性休克 过敏 总发生率（%） 

实验组 41 1（2.44） 0（0.00） 1（2.44） 2（4.88） 

对照组 41 3（7.32） 1（2.44） 3（7.32） 7（17.07） 

x2  2.565 2.470 2.565 7.604 

P  0.109 0.116 0.109 0.006 

表 2 对比两组治疗依从率的差异[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率（%） 

实验组 41 22（53.66） 18（43.90） 1（2.44） 40（97.56） 

对照组 41 18（43.90） 15（36.59） 8（19.51） 33（80.49） 

x2  1.906 1.111 14.912 14.912 

P  0.167 0.292 0.000 0.000 

表 3 评价分析两组认知程度的差异（ sx ± ，分） 

组别 例数 中药功效 服用方法 煎煮方法 不良反应 

实验组 41 93.85±1.36 96.72±1.03 95.32±1.46 94.38±3.12 

对照组 41 84.52±3.28 85.47±2.69 82.33±3.15 84.39±4.08 

t  16.825 25.008 23.957 12.454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中药是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方法之一，近些年

来，随着“医改”的推进、“中医热”的出现，促

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和推广[4]。然而，临床实践发

现，中医药在使用期间易出现较多不良反应，这会

增加患者的痛苦，降低患者治疗的配合度，最终影

响药物治疗效果[5]。因此，在患者接受中药治疗期

间，做好护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中药师药学服务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护理模式，

其坚持病人为中心的护理理念，结合患者的实际用

药情况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药学服务，从而提高患者

的治疗配合度，减少中药不良反应的发生[6]。此次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经中药师药学服务干预后，

其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提

示中药师药学服务的干预效果更佳，有利于降低中

药不良反应发生率。分析其原因是：随着医疗水平

的提升，中药师的工作方式已经转变，临床要求中

药师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患者和医师提供药房服

务，协助医师开具药方，帮助患者规避不良反应及

安全用药，从而保证治疗效果[7]。中药师药学服务

通过建立药历，详细记录患者的相关症状、药物治

疗史及药敏情况等，有利于为其提供针对性的中药

方组，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加强健康宣教，中药

师主动向患者介绍药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告知

其不良反应的处理方法，可以引起患者的重视，预

防不良反应的发生；加强用药监督，中药师定期通

过电话等方式进行随访，有利于掌握患者的治疗情

况，及时发现不良反应并进行处理，进而减少不良

反应的发生[8]。此次研究还发现，在中药功效、服

用方法、煎煮方法及不良反应的认知评分与治疗依

从率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

中药师药学服务可以提高患者的中药治疗配合度及

认知程度。追其原因是：中药师药学服务注重健康

宣教，通过用药指导，详细向患者介绍中药的相关

知识点，有利于加深患者对中药的认知程度，提高

治疗配合度。 
综上所述，中药师药学服务用于中药治疗患者

的效果显著，有利于降低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率，提

升患者的治疗配合度，提高中药的认知程度，值得

临床进一步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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