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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配是中药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根据医师处方或患
者要求，将中药饮片或中成药调配给患者使
用的过程。中医处方通过辨证论治、组方遣
药而发挥疗效，只有调配符合医师处方意图
和调配准确无误，才能使中医的理、法、方、药
取得一致。可以说，中药调配工作质量的好
坏直接关系到药物的临床疗效与安全，中药
调配是中医临床药学的基础。

中药调剂人员不仅仅是“抓药的”

中药调剂主要是指饮片的调剂，用于制
备中药汤剂，一般可分为审方、计价、调配、
复核及给药5个环节。“外行人会说，中药调
剂人员不就是抓药的吗？”北京药学会常务
理事兼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翟胜利指
出，调剂人员不仅要了解所调剂药品的品种
和数量，还要能够辨识药品的真伪、清洁卫
生和炮制是否得当等中药质量问题，以及医
师处方和患者使用方法是否正确等中药合理
使用问题。

在中药饮片的使用上，翟胜利认为中
药调剂人员要擅长运用眼观、鼻闻、口尝、
手摸等传统鉴别方法确定中药饮片的真
伪优劣。如“四大怀药”中的怀地黄鲜品
断面中央应有导管呈放射状排列，俗称菊
花心；薄荷以叶密，手搓后清凉香气浓郁

的江苏产苏薄荷为佳；北京地区用的桑叶
应为经霜后采收，增加了寒凉之性的霜桑
叶，其鉴别方法为手握应有扎手的革质样感
觉。调剂中各种器具的使用十分重要。例
如，有些药物含油脂类或挥发性成分，抑或属
贵重细料类药物，预先加工会造成有效成分
损失，还易出现虫蛀、发霉、泛油、变质情况，
故需用铜缸进行临时捣碎。此外，不同的中
药饮片要采取不同的捣碎方式，捣至不同的
性状，以适度为宜。例如，砂仁要捣出白芯、
冒出香气，杏仁或桃仁要捣成泥状，半夏应
轻砸成瓣状，黄连要砸劈，大枣砸瘪即可。为
达到这样的要求，中药调剂人员既要具有熟
练的中药业务知识，又需具备中医理论基
础知识。

中药调剂人才出现了断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
院长王永炎在贺信中指出，中药调剂人才出
现了断档的情况，目前正面临着失传的窘
境，不少中药销售机构中并没有专业的调剂
人员。

中药调剂包括处方审核、剂量调配、处方
应付、调配复核、发药交待、药物煎煮、配送等
环节，是中药应用于临床的最后一个关键环
节。若中药调剂人员不能鉴定药品的优劣，
不懂饮片治疗的好坏，不了解剧毒药的限量

和各种常用药的剂量，不能按照中药炮制原
理和中医中药的理论来正确表现医生的用药
意图，就难以用科学的方法准确地调剂中药
处方，只能“照方抓药”。国医大师金世元指
出：“在传统中医药体系中，中药调剂是药材
从药房交付到‘消费者’手中的最后一道‘闸
门’，但现在的调剂师大部分只经过短期培
训便领证上岗，实践经验较少，这也是近年
来中药临床安全性问题时有发生的重要原
因之一。”

中药调剂得有规范不能靠约定俗成

中药饮片调剂给付混乱的问题由来已
久，地方多各自施政，如有关处方调剂的规
定，分散地出现在各地方编订的饮片炮制规
范、中药学或炮制学教材中。由于全国各地
的医学流派及用药习惯的不同，造成了处方
给付的“约定俗成”的不同，全国一直没能形
成统一的操作标准和技术规范。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药信息
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会长翟华强介
绍，目前北京已经拥有了相应的中药调剂工
作规范——《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但
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他指出，应借助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
调配与监测分会这个全国性的学术平台，推
进中药调剂工作的标准化，传承前辈绝学与

职业精神，服务于中医临床药学，促进中药调
剂学科的健康发展。

中药调剂与配送要智能化发展

我国临床药学服务参差不齐，很多医院
的临床药师习惯于以药品供应和被动服务为
中心的工作模式，尤其是中药师大都只在药
房单纯抓药，并未向病人提供其他的药学服
务。此外，由于中药房每天汤剂数目大，中药
调剂人员调配处方、煎药花费大量时间，调剂
效率低下，无暇进行药学关怀，发药交待不明
确或并无发药交代，病人取药还需排队等候，
没有一套完整的中药配送系统，“煎药难”“等
药难”问题突出，诸多因素阻碍了中药药学服
务的开展。

“中药调剂是传统、古老的学科，而信息是
现代的，我们一定要把现代技术引入到传统学
科，帮助传统的学科做大做强。”据翟华强介
绍，目前国内一些医院已经实现中药汤剂配
送，虽不甚成熟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
了患者的时间，优化了患者用药流程。他认
为，实行饮片智能调剂配送是大势所趋，可真
正解决患者“煎药难”“等药难”问题。随着互
联网等现代技术与中医药产业的结合，未来
应该能够对饮片贮存、炮制、调剂的全过程进
行检测，真正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
可究，从而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中药调剂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王 宁

近日，以“继承、服务、智能、发展”为主题的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

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就中药调配工作的重要性、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浙江省发布16道磐安道地药膳名单

玉竹老鸭煲、杜仲煨猪腰、白果烧香
菇，都是磐安县民间的传统药膳，逢年过节
家庭聚餐，人们都会烧上几碗，但是加多少
玉竹，配多少杜仲，放多少白果，煮起来色
香味效俱佳呢，细究起来谁都说不清楚。
现在有了浙江标准，药膳不再是随便一抓
一煮。近日，在第十届中国磐安中药材博
览会开幕式上，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柴可
群院长代表院方和磐安县药膳产业协会发
布了覆盆子泥鳅、杜仲煨猪腰等首批16道
磐安道地药膳名单。

据悉，首批道地磐安药膳是在民间广
泛征集的基础上，由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专家全程参与配方甄选和评审，并负责16
道药膳技术标准的制定，详细规定了每一
道药膳所用药材原料品质、配方及依据、制
作规程、功效及作用、适用人群和不适用人
群等，从而优化和规范药膳制作的原料配
伍、制作工艺、适用范围等，以保证药膳具
有良好的养生保健功效。同时，通过对药
膳的活性成分评价、功能学评价、营养学评
价等深入研究，阐明其在预防、调理、保健、
养生中的作用。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关于药
膳的行业协会标准，对磐安药膳的特色化、
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应用与推广可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

（应晓燕 浦锦宝）

2016年中医医院院长论坛召开

近日，中国医院协会中医医院分会第
二届年会暨2016年中医医院院长论坛在
辽宁省沈阳市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强
调，中医医院要高度重视全国卫生与健康
大会精神的宣传、贯彻和落实，充分彰显
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优势，以推进中医诊
疗模式创新为抓手，促进中医医院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会上，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
主任庄一强，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常务副院
长刘保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院长肖臻等围绕中医药政策与竞争力评
价、中医医院绩效管理与实践、如何利用互
联网+医疗促进中医医院发展等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本次会议由中国医院协会中
医医院分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共同主办，
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全国
各级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
和民营中医院院长及相关负责人近500人
出席会议。

（冯 磊）

专家建议统一冬虫夏草菌种命名

为促进冬虫夏草产业健康发展，保护
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在《紫光阁》杂志社日前主办的生态环
境与产业发展高层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魏江春
呼吁，科学、有节制地采挖野生冬虫夏草，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需要加强政府、科
研单位和企业的沟通，加快创新科技成果
转换，大力推广微生物研究领域创新应用
的冬虫夏草菌粉的现代化培育和工厂化批
量生产，促进健康产业发展。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物专家郭英
兰教授指出，冬虫夏草菌粉目前仍存在命
名不统一的问题，不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和
质检标准的建立，应尽快统一“中国被毛
孢”这一国际认证的唯一冬虫夏草菌种的
称谓。据了解，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是从新
鲜野生的冬虫夏草中分离出冬虫夏草真
菌——中国被毛孢，是在无菌环境下不断
纯化复壮、低温发酵而成，其既去除了冬虫
夏草的杂质和杂菌，又保留了纯正的冬虫
夏草菌。

（张 蕊）

9月24日，天津市中医药健康文化惠民月公益科普首场活动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活动旨在维护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提高市民中医药文化素养。在首站活动中，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共有20余个科室和近百名医、护、药专家参与，发放了宣教科普资料2000余份，有近2000名市民参与了咨询互动。图为
该院药学专家为市民展示常见中草药，讲解真伪草药的鉴别。 蒲永河摄

理论都源于实践，任何实践又得在理论
的指导下前行。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其实
它的理论性很强。这么多年来中医学术发
展缓慢，与业内轻视自身理论建设有很大关
系。中医理论是多少代中医人通过实践摸
索和概括而成的，它还需要我们后辈中医临
床人士不断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

纵观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到东汉末
年再到民国时期，中医理论都在明显地充
实着、发展着。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
内经》吸收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
历法、物候等各个学科最先进的理论，并奠
定了中医的基础理论。

古老的中医要焕发青春，我们不能老
往后看。当前，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理
论相对滞后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挖掘中医
理论，创新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理论，是中
医人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只有高度重视
中医理论，并将其与中医临床紧密结合，才
能更好地体现中医临床理、法、方、药的一
致性。所以，中医人在已具备丰富临床经
验的同时，还须注重理论的升华，使中医理
论能够与时俱进。

中医人
要创新中医理论

陕西省榆林市第二医院
中医科 刘 挺

桑叶为桑树的干燥叶，我国各地多有
野生或栽培，秋天初霜后采收，是一味临床
常用的发散风热药。因其价廉易得，且治
病范围广、功效佳，被誉为“神仙叶”。这里
有一则桑叶止盗汗的故事。

相传在宋代，一个秋日，山西北部的严
山寺来了一个游僧，身体瘦弱且胃口极
差。原来他身患盗汗顽疾，每晚一入睡就
浑身是汗，醒后衣衫尽湿，甚至被单、草席
皆湿，20年多方求医竟毫无效果。

严山寺的监寺和尚很快知道了游僧的
病情，便对游僧说：“莫灰心，我有一祖传秘
方可以治你的病还没有毒性，何不一试？”
游僧大喜。于是翌日天刚亮，监寺和尚便
带着游僧来到一颗桑树下，趁晨露未干采
摘了一把桑叶带回寺中，嘱游僧焙干研末
后每次服用两钱，每日一次，空腹时用米汤
冲服。连服3天后，游僧缠绵多年的盗汗症
竟然痊愈了。寺中众和尚无不啧啧称奇，
深深佩服监寺和尚的妙方和桑叶的神奇。

桑叶性味甘而寒，传统认为其可疏散风
热、清肺润燥、平抑肝阳、清肝明目及凉血止
血。但其止汗之功也早有记载，《神农本草
经》载其“除寒热，出汗”，元代的《丹溪心法》
载“青桑第二叶，焙干为末，空心米饮调服，
最止盗汗”。尤其是清初名医傅青主擅用桑
叶止汗，誉之为“收汗之妙品”，还拟定了以
桑叶为主的“止汗神丹”“遏汗丸”等方剂。
清代医家陈士铎的《辨证奇闻》拓展了桑叶
止汗的范围，不管盗汗、自汗，实证、虚证，均
在配方中加入桑叶。药理学也证实，桑叶含
芸香苷和槲皮素，能保持毛细血管抵抗力，
减少其通透性而起到止汗作用。

单味桑叶止盗汗
河南省辉县市中医院

主任中医师 尚学瑞

中医资讯

中医故事

自1976年，朱汉章教授使用一支普通的
注射针头解除了一位老木匠的手掌软组织粘
连，这一看似偶然的临床案例促成了一项影
响深远的创新——小针刀疗法。它对于慢性
软组织疾病有显著疗效，受到广大基层医生
的欢迎。如今，针刀疗法学习班如火如荼地
搞了起来，“针刀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尤其是
在广大乡村、社区等基层医疗机构，针刀技术
的开展非常普遍。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遍
地开花的针刀培训班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促进着这个新生学科的快速发展；另一方
面，也把这个学科的某些先天不足带给了基
层学习者。

针刀纠纷多因术者不熟悉解剖

从学科发展规律来说，无论叫做针刀疗
法还是叫做针刀医学，这毕竟是一个仅有几
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其学术积累还远远不
够，许多方面（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还是空
白，因此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再加上有些
初学者基础不够扎实，经过短短数天培训便
操刀用于临床。在这种情形之下，出现医源
性伤害恐难避免。近年来各地也确实出现
了一些针刀临床医疗纠纷，而这些医疗纠纷
的出现，又多与施术者对临床解剖不够熟悉
有关。

针刀疗法具有外科属性，它是一种有微
创特征的侵入性治疗。而一个具有外科属性

的学科从来都不能缺少与其临床相适应的临
床解剖学，凡是诊治要求精确的部位，都应该
有其临床解剖学基础。尽管国内外解剖学著
作与图谱琳琅满目、品类众多，但大都属于大
体解剖学著作，难以指导具体的针刀临床实
践。全国各地举办针刀培训班无数，也有不
少学者尝试过结合尸体解剖进行针刀教学，
但是符合针刀学科自身特点的临床解剖学专
著十分罕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针刀创新要纠正认识上的不足

笔者认为，针刀学科的临床解剖学专著
应当由来自针刀临床一线的医生规划、研究、
撰写，因为只有站在针刀临床一线的医生，才
对针刀临床前沿信息足够敏感，才知道针刀
临床医师对解剖知识的具体需求，才能提供
具有足够针对性的解剖信息，才能解答有关
针刀诊疗过程中的相关解剖学知识。

一本实用的解剖学专著对于年轻的针
刀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
北京大学医学部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
的配合下，中日医院针灸科主任李石良教授
为学术界奉献了《针刀应用解剖与临床》（上
下卷），实现了针刀解剖学零的突破。该书
的体例是以针刀临床常见病种为轴线展开
写作，体现了其实用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
疑难疾病，如颈源性头痛、拇外翻、颞下颌关
节功能紊乱病等，该书则进行了创新性的研

究工作，首次提出了这些疾病的针刀治疗方
案，为针刀医学的前行之路铺垫了实实在在
的砖瓦。

纵观几十年来针刀医学的发展，可以看
出针刀疗法的历史就是创新发展的历史，针
刀疗法的应用使很多疾病（如腰椎间盘突出
症等）被从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使得之前对
其病因病理认识上的一些不足得以弥补或纠
正。也有一些疾病（比如狭窄性腱鞘炎）因为
针刀疗法的出现，其治疗由复杂而变得简单，
从而使针刀疗法成为治疗此类疾病的首选。
假以时日，我们必将从基础研究、临床实践以
及教育教学等各个方面将针刀医学发展为一
门真正的医学学科。

针刀操作不能脱离临床解剖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董福慧

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

日前，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广东省
中医院承办的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服务工
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大数据时代与中医健
康服务论坛在辽宁沈阳召开。会议选举产
生了中华中医药学会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
首届委员会，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广东
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吕玉波教授当选为主任
委员。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会上指出，中华中医
药学会健康服务工作委员会应充分发挥智
库作用，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推
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要把继承放在
重要位置，突出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特色，从
中医药经典中凝练出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
识，进一步继承好、挖掘好中医药的精髓；
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学习、借鉴、应用现代
先进科学技术，将中医药与之结合，拓展广
阔发展空间；要把科普作为工作委员会的
重要任务，助力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双
轮驱动。论坛还邀请了相关领域专家做精
彩报告，包括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
教授结合医院的探索经验，畅谈了中医治
未病对健康服务业的促进；辽宁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刘文华主任介绍了中医治未病
康复一体化实践体会等。 （宋 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