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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剂质量的优劣
,

直接影响临床疗效
,

是关

系到患者安全用药及提高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

现

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做法与体会介绍如下
。

& 审方

处方是医师根据病人的病因
,

机体状况和辩证

施治的中医理论为指导
,

对药物进行合理选择与配

伍
,

治疗疾病而开具的书面文件
,

具有法律效力
。

调

剂人员在拿到处方之时
,

审方着重审查以下项 目
(

患者姓名
、

年龄
、

性别
、

处方 日期
、

医师签字等是否清

楚
。

药名书写是否清楚准确
,

剂量是否超出正常

量
,

对儿童及年老体弱者尤需注意
。

 毒
、

麻药品处

方是否符合规定
,

处方 中是否有
“

十八反
” 、 “

十 九

畏
” 、 “

妊娠禁忌
”

等配伍禁忌药存在
。

!需特殊处

理的药物有否
“

脚注
” , “

并开药
” 。

∀ 处方中药物本

调剂室是否备全等
。

凡相反
、

相畏的药品
,

原则上不

给调剂
,

只有取得医师同意及签名后方可调剂
。

尤

其是
“

剧毒
”

药品
,

更须慎重
,

必须持有正式医师处

方和医疗主管单位证明文件
,

才能调剂
,

不可草率行

事
,

以防造成生命事故
。

此外
,

还应审查有无药名字

迹不清或草率疑似
,

分量模糊及遗漏分量等
。

# 计价

计价是医疗单位或经营单位收费的依据
,

关系

到医疗单位和经营单位的信誉
,

经济核算及患者的

经济利益
,

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

计价时必须严格按照

药品会计通知的价格计价
,

不得任意估价或改价
。

∃ 调配

中药处方调配一般要求
%

配方时按处方药物顺

序逐味称量 &需特殊处理的药物如先煎
、

后下
、

包煎
、

另煎等应单独包装
,

并注明处理方法 &调配人员必须

精神集中
,

认真仔细
,

切勿拿错药品或称错用量 & 处

方应逐张调配
,

以免混淆 &急诊处方应优先调配 &保

持配方室的工作台
、

称量器具及用具等整齐清洁等
。

我们在调配工作中确保做好以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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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审核处方 在接到计价后的处方
,

仍须再

进行一次详细审核
,

除重要审核有无反
、

畏
、

禁忌及

毒剧药品外
,

还须对处方药品别名 ∋一名 多药 ,
、

并

开及脚注等进行一次详细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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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调 配 用 药剂量
“

中 医不传之 秘在 量

上
” 。

正确掌握和称量中药的量至关重要
,

无论医

师处方多准
,

配伍多精
,

假如调剂人员粗枝大叶
,

以

抓代称
,

必将影响处方药物应有的疗效
。

同一味药

其用量大小不同都可导致作用不同
。

如红花小剂量

养血
,

大剂量破血
。

黄连小剂量健胃
,

大剂量清泻实

火
。

对年老
、

小孩
、

孕妇及久病体弱患者
,

称量更应

准确无误
。

毒药
、

限剧药剂量更应严格称量控制在

安全范围之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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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药物的别名
,

准确调配 在调配处方时
,

常会遇到一味药物有多个别名的现象
,

如黄答写作
“

子芬
“ 、 “

枯芬
” 、 “

条芬
” 。

金银花写作
“

忍冬花
” 、

“

双花
” 、 “

二宝 花
” 。

牛膝写作
“

牛夕
” 。

牛芬子写

作
“

大力子
”

等
,

这是由于历代文献
一

记载不同和地 区

差异以及错别字等多种原因造成的
。

这种一药多名

的现象给中药调配带来了困难
,

因此在配方时一定

要熟知正名
,

也应熟知本地区常用中药别名
,

不可育

目乱配
,

引起差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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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止缺药和漏配 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
,

分别

起着
“

君
、

臣
、

佐
、

使
”

的作用
。

如缺味或漏配
,

格局

就会发生变化
,

药效及 主治也出现相应差异
。

如果

出现缺药时
,

调剂人员不能擅自更换药物
,

而是与开

方医师相联系
,

经开方医师修改处方之后再予调配
。

调配处方时需认真核对
、

检查
、

防止缺药和漏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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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药材鉴 别能力 药材鉴别是调剂人 员必

需掌握的基本技能
,

是严把质量关之首
〔。

这就要求

调剂人员多观察
,

多尝试
,

多学习
,

多提问
,

只要根据

药材的科属及药用部位的主要特征
,

性状
,

气味就能

很好地鉴别真品与假品
,

正品与混 品
。

如肉桂与桂

皮的鉴别
,

肉桂较厚
,

其味既甜又辣
,

临床上为助 阳

药
,

具有温中补阳除冷积
,

通血脉的常用药
。

桂皮为

樟科植物天竺桂的树皮或枝皮
,

桂皮较薄
,

味辣而有

辛凉感
,

仅作香料用
,

不作药用
,

在临床上不可代肉

桂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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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核

在调剂后进行一次全面细致 的核对
,

除再次复

核反
、

畏
、

禁忌及剧毒品外
,

主要审核药品调配是否

正确
,

药品是否齐全以及含量是否准确等
,

在全面审

核无误后
,

复核人员进行签名或盖章再行包装
。

在

包装时
,

应掌握一定技巧
,

凡有薄皮易碎的药品不得

加压过大
,

注意药品的完整美观
,

包装整齐
,

包扎牢

=司
。

∃ 发药

发药工作是调剂的最后环节
。

在发药时
,

要 问

清患者姓名
、

诊治医师和剂数等
。

以防错付药品
,

发

生事故
。

在审核无误后
,

根据医师处方要求
,

需要患

者自己增添的药剂 #如生姜二片
、

葱白三寸等∋
,

先

煎
、

后下
、

佯化
、

冲服等不同煎服方法等
,

均需逐一告

之患者
,

以达到服药安全和有效的 目的
。

 做好中药用药咨询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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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中药的合理使用
,

防止乱用
、

滥用 中医

治疗疾病的特点是
“

辨证施治
” ,

根据
“

辨证
”

定出治

病法则
,

然后开出处方
、

用药
。

而有些病人往往凭经

验来用药
,

甚至长期过量地用单味药
。

如甘草是临

床运用最广
,

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味中草药
。

甘草虽

好
,

却不能任意使用
。

自古就有记载
,

甘草若和大

戟
、

芫花
、

甘遂等药物同时
,

会出现中毒反应
。

中焦

湿邪内盛
,

胸腹胀满
,

恶心呕吐
,

舌苔厚腻的病人
,

服

用甘草可能会加重病情
,

长期使用还会出现心悸
、

眩

晕
、

浮肿等症状
。

所以指导中药的合理应用
,

防止乱

用
、

滥用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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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中药的煎煮 中药汤剂是按方剂学配伍

调配后经过煎煮得到的制剂
。

不同的方剂
,

煎 煮方

法和要求也不同
,

这包括火候
、

煎煮时间
、

加水量
、

药

物的
“

先煎
” 、 “

后下
”

等
。

要求调剂人员充分掌握这

方面的知识
,

在调剂完药之后
,

认真交待给病人
,

耐

心细致地回答病人的提问
。

同时也可 以在药袋或在

发药窗口 的橱窗上粘贴有关中药煎煮方面的常识
,

指导病人合理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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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中西药的合用 中药和西药在治病这一

目标上互相配合
,

取长补短
,

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

果
。

但在临床上就有许多不当的配伍合用
,

如果使

用不当就会相互削弱药物性能甚至损害人体健康
。

如
(
含有乙醇的中成药如风湿骨痛药

、

国公酒等药酒

不宜与西药苯妥英钠
、

降糖灵
、

胰岛素
、

华法令等同

用
,

因为乙醇是一种药酶诱导剂
,

能使肝脏药酶活性

增强
,

使上述西药代谢加速
、

半衰期缩短
、

药性下降
。

另中药甘草长期服用可使机体钾排出量增加而致缺

钾
,

如与强心昔合用可诱发强心昔中毒
,

如与唾嗦类

利尿药合用可发生严重低血钾或瘫痪
。

总之
,

中药调配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

必须

具备一定中医基础理论
、

药剂学
、

方剂学
、

炮制学等

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胜任
,

且工作人员要有高素

质和责任心
。

严格操作规程
,

加强核对制度
,

做到一

丝不苟
,

才能保证在调配工作中不出差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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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高原寒 区的气候特点
,

来分析战时药材保障的 困难
,

并根据多年在边疆的 工作经 历
,

提出药

材保障的设想和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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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高原地区大都在海拔 ! −− − ≅ 以上的边防
,

点多线长
,

交通不便
,

人烟稀少
,

气候恶劣
,

严冬特别

寒冷
。

研究这一地区军队药材保障有 着重要 的作

用
。

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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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疆高原寒区的主要特点

高原寒区的 自然地理特点不同于其它地区
,

由

于受海拔高度及纬度的影响
,

而呈现出气压低
、

氧分

压低
、

气温低
、

绝对温度低
、

温差大
、

风沙大
、

植被少
、

水源少
、

紫外线强等自然气候特点
。

这些影响人员

机体的因素容易引发适应不全症
、

冻伤
、

上呼吸道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