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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的构建和软件开发提供参考。方法：查阅近年来合理用药软件和中药饮片合理用

药方面的文献，分析中药饮片合理用药的临床特点与现有合理用药软件在中药饮片合理用药检测方面的特点、不足，梳理、归纳总

结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构建的整体思路、核心内容及难点。结果与结论：中药饮片的临床应用以“辨证施治”为主要依

据，体现辨证、治法、选方与用药的统一，故对于中药饮片临床应用合理性的考量不能一味地模仿化学药的评价方式。目前的合理

用药软件整体设计未能基于中医药理论体系，在中药饮片合理用药审查方面尚不够全面、成熟，且缺少能满足中药饮片合理用药

要求的知识库。因此，应以中医药理论体系为指导，构建一套能满足中药饮片“理法方药”使用一致性评价要求的知识库，其内容

应该包括患者信息收集、疾病及证型等相关知识库建设、中药饮片炮制品的选择、临证加减、中药饮片品种遴选禁忌、配伍禁忌、联

合应用中成药或化学药、中药饮片用药剂量、处方每剂的总剂量及药味数量、特殊煎煮药物、用药方法及给药频次等。中药饮片合

理用药软件的开发仍存在疾病及证型等相关知识库建设和临证加减的合理性判定困难等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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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 for rational

us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METHODS：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s on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and TCM decoction pieces in

recent year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ational drug us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in the detection of rational drug us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re content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of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 CONCLUSIONS：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was mainly based on“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unity of dialectics， treatment， prescription selection and medication. Therefore，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us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could not blindly imitate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chemical

medicine. Current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was no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d it was

not comprehensive and mature in the aspect of rational drug use review of TCM decoction pieces，and lacks the knowledge base

that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ational us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set of knowledge

base which can meet the evaluation requirements of“consistency of principle，method and prescription use”of TCM decoction

pie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etical system. Its contents include that patient information collection，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base related to diseases and syndromes，selection of processed products of TCM decoction pieces，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clinical symptoms，selection taboo of varieties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compatibility taboo，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or chemical medicine，

dosag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 total dosage and taste

quantity of each prescription， special decoction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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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用药直接影响着医疗安全和质量，因此促进

临床合理用药是医疗机构保证医疗质量、提升药物治疗

水平、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重要工作。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不断发展，合理用药软件应运而生，其从20世纪80年

代至今已经发展成为集处方审核、处方点评、医药信息

查询、合理用药监测及信息统计管理于一体的智能化软

件，在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大大提高了临床医药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和临床合理

用药水平[1]。

目前市面上的合理用药软件在中药饮片合理用药

审查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其对中药饮片的合理用药评

价要点与化学药基本相似，主要对中药饮片处方的配伍

禁忌、用法用量等方面进行审查，无法满足医疗机构的

日常需求。中药饮片的临床应用应以“辨证施治”为主

要依据，体现辨证、治法、选方与用药的统一，法随证立，

方随法出，药随方定。中医临床用药需按患者病情的不

同需要和中药饮片的药性功效特点，有选择地将药物配

伍使用，且不同方剂对中药饮片的炮制也有不同要求，

故医疗机构对于中药饮片处方合理性的考量不能一味

地模仿化学药的评价方式[2]。为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笔

者查阅近年来合理用药软件和中药饮片合理用药方面

的文献，通过分析中药饮片的临床应用特点，分析现有

合理应用软件的不足，梳理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构建

的核心——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的构建思路

和主要内容，以期为最终开发满足医疗机构合理用药需

求的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奠定基础。

1 现有合理应用软件的不足

1.1 整体设计未能基于中医药理论体系

目前，市场主流的合理用药软件有四川美康医药软

件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的合理用药监测系统、杭州逸曜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合理用药管理系统、天际健康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的临床合理用药智能管理系统、普华和诚信

息有限公司的医院合理用药监控系统等，可实现处方自

动审查、医药信息在线查询、处方前置审核、医师药师互

动、处方点评、抗菌药物管理、合理用药监测等多种功

能，但上述合理用药软件的知识库系统均基于西医药理

论体系构建，涵盖药品以化学药和中成药为主，其中中

成药部分的合理用药审核规范也仅是按照化学药合理

用药评价的思维模式，针对药品说明书中记载的一些用

药禁忌、用法用量等进行审核；而有关中药饮片合理应

用的审核内容甚少，仅基于“十八反”“十九畏”、用量、重

复用药等方面，从整体设计上均未能基于中医药理论体

系，不能满足临床中药饮片合理用药审核的要求。

1.2 缺少支持中药饮片合理用药审核的知识库系统

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理、法是

方、药之据，方、药是理、法之具[3]。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评

价应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以“辨证施治”为主要依据，

有自身独有的理论体系和系列规则，因此对其使用过程

中“理法方药”合理性的审核是中药饮片合理用药检测

的核心。要满足中药饮片合理用药审核要求，就需要有

包含中医疾病、证型、治则、方剂、中药饮片等内容的中

医药理论及规则体系的知识库来支持。而目前市面上

的合理用药软件或仅有部分查询功能，或缺乏中医药理

论的相关知识库，均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由于市面上已经较为成熟的大型合理用药软件不

能满足中药饮片合理用药的审核要求，许多医疗机构根

据自身工作需求，研发了一些小型的嵌入性软件，有的

可以提供中药饮片相关查询功能，有的可以对中药饮片

合理用药的部分环节进行审核、评价，在临床用药检测

中发挥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也是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

研发过程中的一种积极探索。如，某院的中药饮片合理

应用数据库系统录入了中药饮片的详细使用说明，并安

装在医、护、药工作站中，让医务人员可以很方便地查询

到所需的中药饮片信息，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合理用药水

平；但该数据库主要提供信息查询功能，本身不具备完

善的处方审核功能[4]。又如，某院建立的中药处方配伍

监测系统，主要依据《中国药典》《新编药物学》和药品说

明书等资料对中药处方是否存在配伍禁忌进行审核，可

以有助于加强用药管理并提高用药质量，而有关特殊用

法、重复用药、辨证使用的合理性等内容则较少涉及[5]。

再如，某院构建的中药处方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药物剂

量、有毒药物使用、配伍禁忌和妊娠禁忌、特殊用法、重

复用药、用法用量的提醒，不仅提高了医药工作者的工

作效率和质量，而且也是中药合理用药软件构建的一个

有益参考；但其无法进行“理法方药”一致性的审核，同

时对药物剂量的审核标准仍较为严格，可能会使报警提

示过多，影响医药工作者的效率[6]。上述软件的开发在

中药饮片合理用药的某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medication methods and administration frequency，etc.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of TCM decoction pieces，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related knowledge base and the difficulty in

judging the rationality of clinical symptom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KEYWORDS TCM decoction pieces；Rational drug use；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Knowledge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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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尚不能涵盖中药饮片审核的全部内容，尤其针对

应用过程中存在的辨证不当、配伍错误、剂量过大等问

题的审查，是目前几乎所有合理用药软件审查的“短

板”。因此，亟需建一套能满足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要求

的知识库，最终形成较完善的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

进而服务于临床，帮助医师及时发现中药饮片临床应用

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也帮助药师快速、高效地进行中

药饮片处方点评，促进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的合理应用。

2 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构建思路及内容

按照“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等中药饮片合理使用

的要求，首先，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的知识库需要包

括中医疾病、证型、治则治法、方剂等内容，同时要求医

师在开具中药饮片处方时选择所用方剂来源，这样才能

完成对中医疾病及证型、治则治法、方剂来源、中药饮片

处方的一致性判断；第二，若要完成所选中药饮片的适

宜性审核，该知识库还需要包括中药饮片使用禁忌的相

关内容，并完善病历中患者性别、年龄、肝肾功能、妊娠

期、哺乳期、月经期等信息；第三，若要完成中药饮片配

伍、剂量、用法等内容的审核，这也需要相应知识库的支

持。基于此，笔者初步设计了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

识库，其应用设计图见图1。

2.1 患者信息收集

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对药物选择有很大影响，必须

加以明确，因此医师在开具处方前应填写此项信息，包

括性别、年龄、肝肾功能、妊娠期、哺乳期、月经期等。

2.2 疾病及证型等相关知识库建设

为了对“理法方药”一致性进行判断，中药饮片合理

用药软件必须有一套包含中医疾病、证型、治则治法、方

剂、中药饮片的知识库来作为支撑，才能对其进行判定，

或辅助医师进行选择。

中医疾病、证型、治则治法、方剂的关联知识库建设

可参考《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病症分类与代码》《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等国家标准和《伤寒论》《金匮要略》等

多部经典著作以及《中医内科学》《方剂学》等全国高等

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若医疗机构有自编的相应中医病

证诊疗规范也可用于参考，字段应包括疾病名称、证候

分类、疾病分类、治则治法、方剂名称、药材组成、功能主

治、方剂分类、禁忌、方解、运用等。

中药饮片知识库可参考《中国药典》（一部）、《临床

用药须知》（中药饮片卷）、《实用临床中药学》（中药饮片

部分）等，其内容应涉及饮片的基本信息、质量控制信

息、合理用药信息、煎煮工艺信息等几大类。其中，合理

用药信息的字段应包括特殊人群禁忌药物、证候禁忌、

配伍禁忌、标准剂量、特殊用法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带头人李学林主任药师牵头承

担的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药饮片智能调剂与煎

煮设备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2017YFC1703400），目

前已完成中药饮片知识库的研发，该知识库收录了 686

种中药饮片的基本信息（包括中药饮片代码、中药饮片

名称、首载、别名和采收加工）、质量类控制信息（包括原

饮片的气味、炮制标准、鉴别标准、性状、浸出物、检查、

含量测定和贮藏条件）、合理用药类信息（包括性味、归

经、毒性分类及描述、功效大类、功效小类、功效描述、主

治、用法用量描述、用法大类、用法小类、用量最小量、用

量最大量、用量单位、配伍禁忌、特殊人群、证候禁忌、其

他使用注意事项）、煎煮工艺类信息（包括饮片分类、特

殊煎煮分类、特殊煎煮时间、饮片吸水率、煎液相对密

度、汤液气味、出膏率、对应基原）和参考文献类信息（包

括古籍摘要、化学成分、药理毒理、临床应用、注意事项

和中毒救治），可为中药饮片合理应用软件的研发提供

支持。

2.3 中药饮片炮制品的选择

在成方中，各味药材炮制品的选用是由方剂的功效

而定的。如，芍药甘草汤有柔肝解痉、缓急止痛的功效，

该方要求使用炙甘草，是因为甘草蜜炙后味甘、性温，与

图1 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应用设计图

Fig 1 Application design of knowledge base of rational

drug use software for TCM decoction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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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配伍可以酸甘化阴，又能增强整方补脾缓急的作

用[7]。此外，炮制品还可以消减方中某些药材的不良反

应，趋利避害或扬长避短。如，干姜，在四逆汤中用干姜

生品，在生化汤中则需用炮姜[7]。因此，中药饮片知识库

应涵盖中药饮片的各种炮制品功效，在医师处方时给予

提示。

2.4 临证加减

临证加减，是指在君药不变的前提下，加减方中其

他药物，以适应患者病情变化的需要。如，在治疗胃阴

不足型呕吐患者时，主方选用益胃汤去生地黄加枇杷

叶、竹茹。益胃汤主要用于治疗胃阴虚，此处用于止呕

时须去掉滋腻的生地黄，加上止呕的枇杷叶、竹茹才能

发挥更强的功效[8]。在这种情况下，中药饮片知识库判

断临证加减是否适宜就需要审查患者是否有“呕吐”的

症状，如果加用了竹茹、枇杷叶而患者缺少“呕吐”症状，

就应给予提醒；反之亦然。

2.5 中药饮片品种遴选禁忌

妊娠用药禁忌、证候禁忌、饮食禁忌等是中医保证

临床用药安全的经验总结，中药饮片知识库将根据患者

病情和处方用药信息，对中药饮片品种遴选禁忌进行判

断，且其准确性与否与前期收集的患者信息密接相关。

2.6 配伍禁忌

配伍禁忌是指某些药物合用会产生毒副作用或减

弱药效，故应避免这些药物的配伍应用。目前，中药饮

片的配伍禁忌主要依据为“十八反”和“十九畏”。中药

饮片知识库应对其配伍禁忌进行提示，并要求医师再次

签字确认。

2.7 联合应用中成药或化学药

当与中成药联合应用时，不论是与中药饮片汤剂同

服，还是与汤剂交替使用，均应按中医药理论根据病情

辨证施治、谴药组方。当与化学药联合应用时，二者既

可以协同增效，也可能产生拮抗、降低疗效，甚至可能引

发不良反应。因此，中药饮片知识库也要收录现有研究

资料，对不适宜的联合用药作出提示。

2.8 中药饮片用药剂量

单味中药饮片剂量应参考《中国药典》和中药学教

材的常用剂量范围[9]，但中药饮片超剂量使用的现象较

为普遍[10]，合理用药软件若按上述剂量要求进行审查时

可能会报警过多。因此，可在中药饮片知识库中按中药

饮片毒性属性对其用药剂量分类作出限定：对于《医疗

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中的28种毒性中药饮片，中药饮

片知识库应严禁其超剂量使用，且单次处方不得超过两

日极量；当 28种毒性中药饮片之外的“有大毒”“有毒”

“有小毒”中药饮片超过上述规定的剂量范围时，中药饮

片知识库应要求医师再次签字确认[9]；而无毒中药饮片

超剂量使用时，中药饮片知识库可仅作提示但不设限

制；同时，可进行自定义调整。对于儿童中药饮片用药

剂量的管控，中药饮片知识库可按照新生儿为成人量

的 1/6、乳婴儿为成人量的 1/3～1/2、幼儿及幼童为成人

量的2/3或用成人量、学龄儿童用成人量等规则设定[9]。

2.9 单剂处方总剂量、药味数量

中药饮片大处方、超剂量用药非常普遍[11]。其中，

大处方意味着存在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且对煎

煮质量也有一定影响，其可能影响疗效，甚至引发不良

反应。中药饮片知识库可按照《中药饮片临床应用专家

共识（第1版）》的规定，对单剂处方剂量超过240 g予以

提示、超过 300 g予以拦截；每张中药饮片处方（膏方除

外）药材超过18味时应予以拦截，或要求医师再次签字

确认[9]。此外，医疗机构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义中药

饮片处方的总剂量、药味数量限定标准。

2.10 特殊煎煮药物

中药饮片的特殊用法主要有“先煎”“后下”“烊化”

“包煎”“另煎兑服”等。《中药处方格式及书写规范》规

定，中药煎煮的特殊要求应注明在药品名右上方[12]。不

注明特殊用法，可能会影响疗效，也易造成医患纠纷。

中药饮片知识库可对这类不符合要求的处方进行提示。

2.11 用药方法、给药频次、疗程

中药饮片处方还存在用药方法不清楚的问题，如只

写服用次数，不写服用时间，诸如饭前或饭后之类[13]；骨

科和风湿科外用处方未注明外用[14]；单次处方超过规定

疗程等。对于此类问题，中药饮片知识库可根据其严重

程度不同，分别予以提示或拦截。

3 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的建设难点

3.1 疾病及证型等相关知识库的建设

疾病及证型等相关知识库的建设是构建中药饮片

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的重要基础。要进行“理法方药”

的一致性判定，就必须有“病-证-法-方”相关联的规则知

识来支持。而目前中医疾病、证型、治则治法存在用语

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且中医辨证方法、治则理论的内

容十分丰富，具有多层次、多体系的特点[15－16]，都是建设

其知识库的重点和难点。对此，可以考虑按国家标准、

统编教材、本地中医诊疗规范等信息来源的不同，对

“病-证-法-方”关联规则知识进行分级，如可将来源于国

家标准、统编教材的规则知识定为国家级标准，将来源

于本院所制定的诊疗规范的规则知识定为院级标准。

一旦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能实现“理法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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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判定功能，将对中药饮片的合理应用和中医师

处方的开具大有裨益。

3.2 临证加减的合理性判定

方剂应用变化灵活，临证加减需要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故要对其进行合理性

判定较为困难。对此，可考虑通过对医师工作站或合理

用药软件进行设置，要求医师开具处方时选择并明确本

次处方的方选来源，其次要求临证加减要有相应的临床

表现作为依据。这样既有利于进行合理性判定，又可以

辅助医师选择药物。

4 结语

中药饮片是中医用药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是中药治

疗整体理念及辨证施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为进一

步强化中药饮片合理使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药饮片处方质量管理强化合理使用的通知》

要求医疗机构切实加强中药饮片临床应用管理，落实处

方审核等相关规定；要求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门急

诊中药饮片处方的抽查率应不少于中药饮片总处方量

的0.5％，病房（区）中药饮片处方抽查率（按出院病历数

计）不少于5％[17]。然而，对于处方量和出院患者人数相

对较大的医院来说，没有合适的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

支持，要达到这样的点评率要求还是有难度的。笔者所

在课题组遵循本文中药饮片合理用药软件知识库的构

建思路及方法，已基本完成了中药饮片知识库的构建，

目前正在进行中医疾病、证型、治法、方剂关联知识库的

建设及其规则体系的梳理，以期开发出较为完善的中药

饮片合理用药软件为临床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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