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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are several common dosage fo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decoction, 
pill,�plaster,�powder,�dew,�pill,�wine,�and�pastille.�Each�formulation�has�its�speci�c�preparation�method�and�purpose.�This�article�will�
introduce each typ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may have some problems, and this paper will also elaborate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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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传统制剂是中药中常见的几种剂型，包括汤剂、丸剂、膏剂、散剂、露剂、丹剂、酒剂和锭剂，每种制剂都有其特定
的制备方法和用途。论文对中药传统制剂中的每一种制剂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传统中药制剂在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后提出了一些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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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药传统制剂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

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制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用药经验，

为中医药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随着现代科技和医

学的发展，中药传统制剂也在不断地进行着传承和创新。然

而，在中药传统制剂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和挑战。其中，中药传统制剂的质量和安全性问题一直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更好地发挥中药传统制剂的作用，需

要采取措施加强对其质量控制和管理，提高制剂的质量和安

全性。此外，随着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和需求的提高，中药

传统制剂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为了满足临床需

求和市场需求，需要加强对中药传统制剂的研发和创新，开

发出更加安全、高效、便捷的中药制剂。

2�中药传统制剂的内涵

2.1�传统性
中药传统制剂多基于古代医家的经验和传承，经过长

期的实践和改进，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剂型，如汤剂、丸剂、

膏剂、散剂、露剂、丹剂、酒剂和锭剂等 [1]。这些传统制剂

在临床应用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色，为保障人民的健康

和疾病治疗做出了重要贡献。

2.2�文化性
中药传统制剂的包装和仿单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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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中医理论、历史故事、文化习俗等，这些元素不仅体

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用

药体验。

2.3�多样性
中药传统制剂品种繁多，包括汤剂、丸剂、散剂、片剂、

胶囊剂等不同的剂型，以满足患者不同的用药需求。同时，

不同制剂的制备方法和工艺也各具特色，展示了中药制剂的

多样性和独特性。

2.4�综合性
中药传统制剂综合了中草药的提取、炮制、加工等处

理过程，以及一定的技术手段，制备成具有一定规格和用途

的成品药品。这个过程体现了中药制剂的综合性特点，也是

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

3�中药传统制剂应用的意义

3.1�治疗效果
中药传统制剂具有临床疗效确切的特点。这些制剂都

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的，其疗效和安全性得到了广泛认

可。例如，一些传统中药制剂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具有独特

的疗效（比如疟疾的治疗），有时甚至比西药更具优势。中

药传统制剂使用方便，费用相对低廉。这些制剂通常不需要

复杂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而且原料药材相对便宜，因此制造

成本较低。同时，由于使用方便，患者也更容易接受和使用。

3.2�文化传承
中药传统制剂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作

技艺和用药经验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通过应用中药传统制

剂，可以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文化，传承中医药的精华。中药

传统制剂具有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用药经验，是中医药文化的

瑰宝。通过应用中药传统制剂，可以维护和促进中医药文化

的发展，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新和进步。中药传统制剂的应

用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医药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和应用中药

传统制剂，可以培养中医药人才，提高中医药人才的专业素

质和技能水平。

3.3�医学研究
中药传统制剂不仅具有治疗作用，同时也是医学研究

的重要领域 [2]。通过对中药传统制剂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

中药的作用机制、提高中药的临床效果、增加中药种类及用

途。这对于中医药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药传统

制剂是中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和使用对于推动

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通过应用中药传统制剂，

可以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高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和发

展水平。

3.4�简便安全
中药传统制剂通常以口服为主，使用时只需按照医嘱

或说明书上的剂量和用法进行服用，不需要复杂的操作过

程，使用起来相对简便。中药传统制剂的成分相对明确，且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广泛认

可 [3]。与某些西药相比，中药传统制剂的毒副作用相对较小，

安全性更高。中药传统制剂在联合用药方面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在临床实践中，中药传统制剂常常与西药或其他中药制

剂联合使用，其联合用药方案通常是基于中医药理论和实践

经验进行的，安全性得到了保障。中药传统制剂的成分较为

天然，相对于某些合成西药，其副作用较小。一些中药传统

制剂在长期使用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但通常较为轻

微，且发生率较低。

4�中药传统制剂使用中存在的质量问题

4.1�制剂配制不规范
在制剂配制过程中，有些医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问题。

例如，对于已获得合法配制资格的品种，仍存在一些需要规

范的问题，如未全部申报、只取得部分品种的批准文号等。

此外，制剂品种、剂型杂，批量小，受生产设备和工艺条件

等限制，导致质量不稳定。

4.2�质量标准不完善
尽管大部分医院中药制剂的标准不完善，可执行性差，

水平较低，但这些标准仍然在进行质量控制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可控指标，这些标准无法完

全控制制剂质量，导致中药制剂的质量参差不齐 [4]。

4.3�物料储存、保管不善
在物料储存、保管方面，一些医院存在仓储管理设施

简陋的问题。例如，待检、合格、不合格区域无色标，无通

风和温、湿度监测调节设备，导致中药材（饮片）出现霉变、

虫蛀等问题。

4.4�掺伪、违法染色等问题
中药饮片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混伪品代用、掺杂等问题，

如藏柴胡冒充柴胡、关苍术及杂交苍术掺伪冒充苍术、苋菜

子掺伪青葙子等。此外，还存在外源性有害物质残留超限问

题，如真菌毒素污染、农药残留污染、重金属及有害元素超

标等隐患 [5]。

5�应对中药传统制剂问题的措施

5.1�精细化监管
在制剂生产过程中，应该采用精细化控制的方法，严

密监测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指标，并制定合理的控制标准。此

外，定期对药材质量进行检查，发现不合格情况及时剔除。

这样可以确保制剂的质量稳定可控。要求制药企业和医疗机

构建立完善的生产记录和档案管理制度，详细记录原料药的

采购、检验、使用等情况，以及制剂的生产、检验、销售等

情况。这些记录和档案可以作为监管和追溯的依据，也可以

帮助企业和医疗机构更好地掌握产品质量情况。

5.2�优化流程
为了降低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

生产设备或优化工艺流程，调整炮制时间、研磨方式等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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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误差，提高制剂的质量。同时，可以引入自动化生产线和

智能制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针对传统中药制

剂生产工艺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优

化。例如，可以简化生产流程、优化操作步骤、减少生产中

的浪费等，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为了确保中药传统制剂

的质量稳定可控，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操作规程。对每个生产

环节都应制定标准操作步骤和质量控制标准，并严格执行。

这样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5.3�加强质量控制
要确保制剂的质量控制，首先要确保药材的质量。选

择原料时要选取有保障的中草药商，并加强对生产过程进行

监控。其次要对制剂的每一个重要的方面，如保质期、药味、

药效、包装、标签等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对于中药传统

制剂，需要加强药品备案和调剂使用管理。要求制药企业和

医疗机构及时对制剂进行备案，并对备案材料进行认真审

核。同时，要规范调剂使用行为，支持通过调剂在不同医疗

机构内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 [6]。

5.4�完善法规和标准
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中药制剂的法规和标准，建立更

加科学、规范的质量控制体系。这包括制定更加严格的原料

药质量标准、加强生产过程的监管、提高制剂的质量标准等。

要建立奖惩机制，对生产高质量中药传统制剂的企业和医疗

机构进行奖励和表彰，对存在问题的企业和医疗机构进行严

肃处理和惩罚。这样可以激励企业和医疗机构自觉遵守法规

和标准，提高产品质量。

5.5�加强人才培养
针对中草药知识不足的问题，可以开展中草药知识培

训，包括中草药的识别、功效、用法、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培训。

通过培训，提高相关人员对中草药的认识和理解，为中药传

统制剂的生产和使用提供基础保障。中药传统制剂需要一定

的技能和经验。因此，可以开展制剂技能培训，包括制剂的

基本理论、操作技能、质量控制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培训，

提高相关人员的制剂技能水平，为中药传统制剂的质量稳定

可控提供保障。中药传统制剂的质量管理和控制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可以开展质量管理和控制方面的培训，包括质量

管理体系的建立、质量控制技术的应用、质量标准的学习等

方面的培训。通过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质量管理水平，为

中药传统制剂的质量稳定可控提供保障 [7]。

5.6�推动创新研发
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中药传统制剂科研的投入，鼓励

和支持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进行中药传统制剂的创新研

发。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共同推进中药传统制剂的创新研发。引入新技术

和方法，如现代中药化学技术、中药药理学技术、中药制剂

技术等，为中药传统制剂的创新研发提供支持。鼓励企业和

科研机构开发新品种，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中药方剂进

行深入研究和开发，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安全、有效的中药

制剂。推广科技成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中药传

统制剂的生产和应用提供支持。 总之，应对中药传统制剂

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加强监管、优化流程、加强

质量控制、完善法规和标准、加强人才培养以及推动创新研

发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高中药制剂的质量和疗

效，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6�结语

中药传统制剂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

特点和优势。在临床实践中，中药传统制剂被广泛使用，并

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同时，中药传统制剂还具有简便、安

全、经济等优点，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治疗选

择。然而，随着现代科技和医学的发展，中药传统制剂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为了更好地发挥中药传统制剂的作

用，需要加强科研投入，推动创新研发，提高制剂的质量和

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中医药人才的专

业素质和技能水平，为中药传统制剂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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