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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在国内各医院中的适用现状，并分析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现存

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方法 检索知网 2015 年 1 月—2022 年 7 月发表的各医院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相关文

献，相关文章中的作者信息和发表年限以及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在医院中的使用情况、在总体的配方颗粒

销售量中的占比情况、中药配方颗粒的使用排名、存在的问题等信息，归纳总结出近 6 年发表的补虚类中

药配方颗粒相关文献的现状，探讨目前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结果 总计检索得到文献

23 篇，实际应用 21 篇分析结果表明：6 年内关于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临床使用情况的相关文献报道较少，

但现有文献中记载的内容可看出除特殊类医院外绝大多数医院补虚类为中药配方颗粒销量的第一名，为医

院采购提出了一定的参考价值。结论 中药配方颗粒存在问题（不同产地存在质量差异、有效成分含量），

应加大相应研究，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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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onif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nules in various hospitals in China, and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onif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nules. Methods Relevant literatures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for 
supplementing deficiency in various hospitals published by CNKI from January 2015 to July 2022 were retrieved, 
the author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years in relevant articles, as well as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for supplementing deficiency in hospitals, The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sales volume of formula granules, 
the ranking of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tonic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published in 
the past 6 years,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tonic formula granules.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Results A total of 23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and 20 were actually appli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few relevant literature reports on the clinical use of tonif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nules within 6 years. The vast majority of hospitals outside the hospital are the 
first in the sa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which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hospital procurement. Conclusion There ar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granules (quality 
differences and active ingredient content in different origins), and corresponding research should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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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配方颗粒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通过临

床医师的处方组合，在某些药理作用方面可以起到

与传统饮片组方相似的效果，甚至优于传统汤剂效

果。[1]中药配方颗粒经过提取、分离、浓缩、干燥、

制粒，最后分装成小包装，具有服用量小、安全卫

生、携带方便、服用便捷、用量准确等优点。近几

年来，人们经济条件显著提高，养生意识增强[2]。

中药因其低毒、安全性高等优点受到了大众广泛的

青睐，补虚药也成为养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单品。

在临床使用中，许多慢性疾病存在正气亏虚的现象，

因此补虚药的应用销量是最高的。当前，补虚类中

药配方颗粒在我国应用的时间较短，本文将检索 6
年内发表的文章进行归纳总结，对补虚类中药配方

颗粒的应用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入选标准 
文献为收录时间为 2015 年 1 月—2022 年 7 月；

正文、摘要或关键词提到“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

的中文文献；以“中药配方颗粒”“补虚药”“补

益药”“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进展”“中药

配方颗粒使用情况”“中药配方颗粒处方”“中药

免煎颗粒使用”为主题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 
以“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现状”为检索

词，检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2022 年 7 月，通过

中国知网数据库，经过筛选获得相关文章并进行分

析。 
1.3 数据提取 
通过“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使用情况、文

献研究的类型、研究的主题、发表的时间和作者的

信息这几方面进而筛选文献、提取有用信息。 
1.4 统计学方法 
对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

结，对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现状进行概括，

使用Microsofe Excel 2019列出相关文献的数量及单

味药材颗粒的使用情况排名。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总计共检索得到文献 23 篇，根据文献内容初步

筛选文献 21 篇，对全文进行阅读及归纳整理，按照

入选标准，最终共纳入文献 19 篇；通过检索结果可

以看出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相关文献总量较少，说

明国内对于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使用情况关注度

不高，相关研究热度较低；但在整理的 19 篇中可以

看出大部分数据展示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占销售总

比例最高，并且使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2.2 文献研究的内容 
对 19 篇中文文献的内容进行整理，文献均列出

中药配方颗粒单位药的销售量排名，并展示补虚类

在总中药配方颗粒的占比，提出中药配方颗粒的优

缺点，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2.3 排名情况 
在纳入的 19 篇文献中，其中 18 篇明确展示出

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销售比例最高，且呈现逐渐

上升的趋势。特殊的一例情况出现在广东省惠州市

中大惠州医院[3]，此医院 2015 年-2017 年销售量第

一的是利水渗湿类，补虚药排在第二位，其原因为

城市位置距离大海较近，气候潮湿，湿邪易入侵机

体，伤害人体阳气，尤其对脾阳伤害较大。因此利

水渗湿药和补虚药分别为销售量的第一、第二名。 
补虚药在大多数医院排名第一的原因为既可以

补充人体物质方面的、增强人体机能方面的能力，

又可以提高人体机体的抗病方面的能力，消除虚弱

证候，[4]因此补虚类中药的销量较高。在纳入的 19
篇文献中补虚类中药当归、黄芪、白术、白芍的排

名相较靠前。当归主要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类、多

糖、氨基酸和核苷类等[5-6]成分，当归中的挥发油具

有降低血压、增强免疫、抗炎镇痛、调经止痛、止

咳平喘等作用；有机酸具有抗氧化、抗血栓、降血

脂、镇痛抗炎等作用；多糖有抗氧化、抗肿瘤、保

肝损伤等作用。[7]黄芪的主要活性成分有多糖类、

黄酮类、皂苷类。[8]多糖可作为免疫促进剂或调节

剂，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抗衰老；黄酮具有清除自

由基、调节免疫、抗病毒抑制血管内皮单层通透性

增加等作用；皂苷类为黄芪中重要的有效成分，可

用于调节体内血糖，增强肌体免疫力，促进生长，

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9]白术有效成分包括挥发性

成分、多糖、氨基酸等[10-11]，这些成分在临床上还

发挥保肝、抗炎性反应、调节胃肠作用、抗肿瘤、

有效调节免疫系统、降血糖和调节脂代谢等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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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有效成分包括单萜及其苷类、三萜类、黄酮类、

鞣质类以及多糖类化合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

有抗炎、镇痛、保肝、促进造血功能、抗血栓、抗

肿瘤以及抗氧化等作用[13]。  

3 中药配方颗粒存在的问题 
3.1 价格高及剂量无法变动 
中药配方颗粒在临床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价格

较高的问题。包装一部分为小包装，多采用铝塑包

装，因其密封性好，但缺点为包装规格单一，包装

固定造成剂量无法变动的问题，不利于长期用药的

慢性患者治疗，且在临床用药治疗中缺乏实效性，

难以结合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变更药物剂量，影响疾

病的实际治疗效果。[14]另一部分使用塑料罐或玻璃

包装，这两种方法具有灵活配方和自动化的优点，

可以减少人为失误配错药的几率，但是需要借助其

它设备，对于小规模调剂使用不方便，还可能具有

受潮、污染的风险。 
3.2 等效性不明确 
中药复方汤剂的成分是多种药材其成分共同作

用的结果。在煎煮过程中，成分之间会发生复杂的

物理化学反应。配方颗粒的运用以单味药获取对应

成分为主，淡化传统中药饮片中的中药合煎价值，

在增效与减毒的成效上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

升。[15]如丹参和芍药合煎后可增强丹酚酸类、芍药

苷类成分溶出；在合煎时，大黄的鞣制、甘草的甘

草酸可沉淀乌头、附子中乌头碱以降低毒性。由此

可以得出，单煎和合煎在煎煮过程中不能等同，在

临床应用中仍具有差异性，需要加强这部分的研究
[16-17]。 

3.3 规格不一 
目前中药材存在多基原、多产地、鉴别难度大

等问题；中药材种植过程中出现盲目引种驯化，违

规使用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负面影响问

题；采收加工技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无统一标准，

存在重量轻质的现状，就地加工技术不成熟等问题。
[18]不同基源、不同产地、不同采收时间、不同加工

时间的中药材化学成分及其含量不同，质量差异性

较大。 
3.4 质量标准不统一 
中药成分复杂，《中国药典》在控制中药质量

时多采用脂溶性成分，[19]但使用水提的方法提取中

药配方颗粒中的成分，则会减少大量脂溶性成分，

如丹参药材的丹参酮类含量指标对于丹参配方颗粒

就不适用。另外，不同地区的生产厂家生产出的颗

粒形状也有差异，如当归配方颗粒颜色存在黄白色

至棕褐色。中药配方颗粒目前缺乏国家的统一标准。 
4 小结 
中药配方颗粒作为当前新剂型之一，有着显著

的优势，但目前有关补虚类中药配方颗粒的中文文

章相对较少，此方面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补虚类

方剂是中医方剂学中一类重要类别，在临床上被广

泛使用。[20]补益药主要功效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增强久病体虚者的康复能力，促进其早日康复。[21]

现代药理研究多偏重于补虚药的免疫调节作用、对

血液及造血系统的作用，对心血管系统的作用、抗

肿瘤、抗缺氧、抗疲劳、抗衰老以及对生殖系统等

方面的作用。[22]中药配方颗粒保证了原中药饮片的

入药特征，不需要煎煮，服用量小，作用迅速、成

分完全、疗效确切，携带方便，适合工业化生产，

与传统饮片相比有显著的优势，且顺应了天然药物

的发展趋势，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但其相关研

究较少，需要加大在这方面的科研投入，重点关注

中药配方颗粒和中药饮片的等效性及中药配方颗粒

质量标准的制定。国家应出台统一的质量控制标准，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使其更好的服务中医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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