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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创伤骨科收治的患者经常是由于外力撞击导致的，患

者会出现一处或多处骨折，骨折部位会具有明显的肿胀、出

血等表现，具有十分明显的疼痛反应 [9]。为患者选择适宜的

手术治疗方案能够帮助患者清除骨折部位的碎骨，将骨折部

位复位，能够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疼痛，促进患者的快速康复。

常规的手术治疗方案是先将筋膜剥离之后再将骨骼复位和

固定，对患者具有较大的损伤，并且该手术方式具有一定的

风险性，一旦出现手术差错会对患者的神经功能产生损伤，

引起患者出现肢体功能障碍，影响患者的恢复质量。另外，

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损伤血管壁的情况，导致患者手术中具

有较大的出血量，增加了患者的手术治疗风险。患者手术时

间较长，肌肉和周围组织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也久，容易增

加患者感染事件的发生率 [10,11]。

本研究以我院收治的创伤骨科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分

组研究，探究了采用常规手术和和微创手术治疗的效果。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总治疗

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手术时间、切口长度、术中出血量以及

住院时间等临床指标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水平高于对照

组，组间各指标具有显著差异（P ＜ 0.05）。分析原因，是

因为微创手术治疗能够帮助患者骨折复位并固定好，这种治

疗方案还能降低患者的创口暴露时间，手术出血量能够做到

较好的控制，也能降低感染的几率。微创手术的创口小，降

低了护理人员的护理难度，患肢出现疼痛的概率降低，减轻

了患者的疼痛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

综上所述，针对创伤骨折患者，采用微创手术作为治

疗手段，展现出了显著的临床优势。该疗法不仅能够有效减

轻患者的疼痛感，改善患者的临床指标，还极大地促进了患

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提升了整体治疗效果。微创手术的治疗

手段在创伤骨科治疗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价值与应用潜力，效

果显著，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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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组间生活质量指标比较 [（x±s]

组别
精神健康 健康变化 生理功能 身体疼痛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8.37±6.09 89.73±9.20 45.51±5.28 87.42±8.01 46.355.82 84.87±8.74 48.82±6.23 87.65±9.03

对照组 47.74±6.68 82.27±8.67 46.25±6.39 80.76±7.49 47.12±6.41 80.33±7.51 49.33±7.71 82.42±8.15

t 值 0.382 3.258 0.393 3.326 0.487 2.158 0.282 2.355

P 值 0.704 0.002 0.696 0.002 0.628 0.035 0.779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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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在规范中药的临床使用、保障用药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中药学非临床单位的角度，分析中药
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对药事管理的启示。探讨指南在规范化管理、安全性保障、合理用药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指出
药事管理在中药使用中的核心地位。提出未来中药药事管理的发展建议，包括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及国际化合作，为中药
药事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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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药的作用在疾病的预防和治

疗中发挥关键作用，还逐渐融入现代医学的诊疗体系中，成

为药物治疗的重要补充。中药独特的疗效和长期应用历史，

让其在现代医疗中承担着维护患者健康、改善病症和恢复体

质的多重功能。中药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的明显性，其临床

应用需要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指导。

提升临床疗效，避免用药错误或不合理用药现象的发

生，国家制定了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这些指南依据循证

医学的原则，综合传统医学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对中

药的适应症、剂量、安全性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指南的制定

为临床医师提供了明确的中药应用依据，还为保障中药治疗

的科学性和安全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药事管理作为医疗机构中药品使用、质量控制和安全

保障的核心环节，肩负着确保药品合理使用、规范供应和安

全监督的责任。在中药使用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药事管理

需要严格依据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进行系统的管理和监

督。研究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对药事管理的启示，有助于

推动中药管理体系的完善，还有助于提升临床中药使用的规

范化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1]。

2 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概述

2.1 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的基本定义与特点
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是为了规范中药的临床使用，

基于循证医学和传统医学经验的综合指导文件。为临床医师

提供明确的中药使用标准，保障在治疗过程中能够科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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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应用中药，提高临床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指南

通过系统总结中药的作用机制、适应症及其应用方式，明确

了中药在现代医疗中的定位与作用。既考虑了中医理论的完

整性，又结合了现代医学研究的科学依据，兼具理论性与实

践性。

2.2 指南的编制依据和原则
以循证医学为基础，根据大量临床研究数据和文献证

据，保障中药应用的科学性和安全性。指南还广泛参考了传

统中医学经典文献，将古老的经验与现代研究相结合，为中

药的应用提供更为严谨的依据。在编制过程中，专家团队还

会进行多轮讨论和评估，保障指南的适用性与实用性，避免

因个体差异导致的误导。综合考虑患者的生理特征、病理变

化以及中药的特性，指南力求达到临床疗效最大化和用药风

险最小化的平衡。

2.3 指南对中药的适应症、使用剂量及安全性要求
与现代医学药物类似，中药的使用也需要根据病情、

体质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适应症的界定帮助医生在临床中

更为精准地选择药物，提升治疗的针对性。对于剂量问题，

指南则强调了“适度”原则，指出中药的剂量不能简单以传

统经验为依据，结合现代研究结果进行合理调整，针对特殊

人群如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剂量应根据个体情况精确设定。

关于安全性，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在毒性药物和高风险药

物的使用上提出了严格的限制，强调不良反应的监测和应对

措施。明确的安全性指导，保障临床应用中的风险可控 [2]。

2.4 临床指南在中药学非临床单位的应用现状
药事管理、药品供应、学术研究等环节都需要依赖指

南提供的科学依据。例如，在药事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根据

指南制定中药的采购标准和供应流程，保障药品的质量和安

全。在药品质量控制环节，指南所提供的使用剂量和适应症

成为评估药品是否符合临床需求的重要依据。中药学的研究

部门通过指南了解中药的应用前景和可能存在的不足，针对

性地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在临床领域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药学非临床单位中同样是指导实践和

决策的重要参考文件。

3 药事管理的内涵与现状

3.1 药事管理的定义及其在医疗系统中的作用
药事管理是指在医疗系统中对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

供应、使用及其监督管理等环节的统筹与规范化管理，目的

是确保药品在临床中的安全、有效、合理应用。药事管理涉

及药品的质量控制和流通监管，还包括对医务人员及患者的

教育培训，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在现代医疗体系中，药

事管理通过科学的药品使用指导，保障了医疗机构的药品供

应与使用安全，保障药物治疗的合理性，是在防止药品滥用

和药物不良反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现行药事管理体系下中药管理的难点
中药由于其成分复杂且药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管理

难度远大于化学合成的西药。中药化学成分复杂，且其中许

多成分尚未被完全识别或分析。在质量控制上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这给中药的标准化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药的

个体化用药需求较高，不同患者的体质、病情和病程等因素

都会影响中药的应用，导致在临床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变数。

现行药事管理体系较为依赖统一的质量标准和固定的用药

模式，很难灵活适应中药的个性化需求 [3]。

3.3 中药与西药管理的差异
西药多为单一化学成分，药理作用明确，剂量标准化

程度高，易于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而中药多为天然药物或

复方制剂，药材的来源、生产工艺以及储存条件都会对其质

量产生影响。中药的疗效评价更多依赖长期的临床经验和个

案积累，而非西药那样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等现代研究方法得

出明确结论。这种传统与现代科学手段的差异，中药的管理

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3.4 中药药事管理在保障用药安全、合理使用等方

面的挑战
虽然中药的历史悠久，但现代医学对其作用机制的研

究相对有限，许多中药的安全性尚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

持。中药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因个体差异导致不良反应，甚至

药物中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使用过程中保障安全性，建

立完善的监测体系，是当前中药药事管理面临的一大挑战。

合理使用中药的问题也尤为突出。中药的治疗效果与其使用

方式密切相关，不同的配伍、剂量和煎煮方法都会影响中药

的疗效。而在现代医疗环境中，医务人员对中药知识的掌握

并不全面，加上患者自我用药行为的增加，加剧了中药滥用

或不合理使用的风险。药事管理需要在规范中药使用的同

时，推动医务人员的中药教育和患者的用药指导。

中药材的质量往往受制于种植环境、采收时间和加工

工艺等因素，在流通过程中容易出现质量不稳定的情况。现

行的药事管理体系中，对中药材的生产、加工和储存缺乏统

一的质量标准，中药质量在供应链各环节容易受到影响，影

响到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4 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对药事管理的启示

4.1 规范化管理
在中药的应用过程中，传统中医讲究“辨证施治”，

即根据患者的病症、体质等个性化因素进行药物配伍和剂量

调整。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得中药的使用在不同医生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甚至同一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的治疗方案也可能存

在不一致。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药的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中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通过系统地总结传统经验和

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为每种中药的适应症、使用剂量和禁忌

症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减少了因个体差异和医师经验不同而

导致的用药差异，提高了中药的临床应用一致性。药事管理

可以依托这些规范化的标准，对中药的采购、储存、调配及

使用进行全程监管，保障中药的质量稳定、用药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