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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儿童专科医院贵重中药饮片的使用情况及分布特点,为儿科临床使用贵重中药饮片及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整理 2018—2020 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门诊患儿贵重中药饮片处方
数据,对贵重中药饮片处方条目数、销售金额、患儿年龄、疾病分布以及具体使用问题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我院贵重中药饮片处
方中,使用最频繁的贵重中药饮片为三七粉,销售金额最高的贵重中药饮片为全蝎。 按照年龄段统计,7~ 11 岁学龄期患儿使用贵
重中药饮片情况最多。 三七粉处方剂量不足的问题最突出;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问题最多的为阿胶珠。 贵重中药饮片
全蝎和白及配伍情况较多。 结论:我院贵重中药饮片的使用基本合理,但既存在用量不足也存在超量使用情况,部分中药饮片的
配伍应用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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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in
 

pediatric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used,
 

the
 

data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prescription
 

of
 

children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Beijing
 

Childrens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our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20
 

were
 

collected. The
 

number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prescription
 

times,
 

consumption
 

sum,
 

age
 

of
 

children,
 

disease
 

distribution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blem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prescription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panax
 

notoginseng
 

powder
 

was
 

most
 

frequently
 

used,
 

and
 

the
 

consumption
 

sum
 

of
 

scorpion
 

took
 

the
 

lead. According
 

to
 

age
 

group
 

statistics,
 

the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were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school-age
 

children
 

aged
 

from
 

7
 

to
 

11
 

year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rescription
 

dosage
 

of
 

panax
 

notoginseng
 

powder
 

wa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the
 

problem
 

of
 

over
 

dosage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was
 

the
 

most
 

prominent
 

in
 

E-Jiao
 

bead. There
 

were
 

many
 

compatibilities
 

between
 

the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scorpion
 

and
 

bletilla
 

striata.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in
 

our
 

hospital
 

is
 

basically
 

rational. However,
 

there
 

is
 

both
 

insufficient
 

dosage
 

and
 

over
 

dosage,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needs
 

to
 

be
 

further
 

studied
 

and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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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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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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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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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重中药饮片由于资源分布相对较稀少、价格较昂贵,临
床使用需综合考察安全、有效、经济等多种因素。 尤其贵重中

药饮片在儿科临床中的应用,目前鲜有相关的分析与研究。
2017 年北京市发布的《关于从严开展中药饮片处方点评工作

的通知》 [1] 中指出,医疗机构要动态监测中药饮片的使用量和

费用,对中药饮片处方的药味数和剂均费用实施“双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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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我院”)结

合实际情况制订了我院的中药饮片处方点评细则。 由于当前

贵重中药饮片的划分标准不统一,我院根据实际情况,规定将

单价>3
 

000 元 / kg 的饮片归于贵重中药饮片范畴,并纳入我院

中药饮片处方点评细则中。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自我院建立中

药饮片处方点评细则以来贵重中药饮片的应用情况,为儿科

临床使用贵重中药饮片及管理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 2018—2020 年我院所有含贵重中药饮片的中

药处方数据,包括患儿年龄、疾病诊断、贵重中药饮片名称、贵
重中药饮片处方剂量、贵重中药饮片金额和处方金额等。 我

院共有中药饮片 330 种,其中贵重中药饮片包括阿胶珠、白
及、川贝母、化橘红、羚羊角粉、全蝎、三七粉和血竭 8 个品种。
1. 2　 方法

利用 Excel 软件,对上述 8 种贵重中药饮片的处方条目数

(处方条目数指每味贵重中药饮片在处方中出现的次数)
 

、饮
片金额、贵重中药饮片金额占比和贵重中药饮片处方剂量适

宜性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 (2015
年版) [3] 、《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试行)》 [4] 、《处方管理办

法》 [5] 和《中药处方格式及书写规范》 [6] 等相关法规政策为标

准,对贵重中药饮片处方进行回顾性分析。

2　 结果
经统计,2018—2020 年我院含贵重中药饮片的中药处方

共 6
 

717 条目。
2. 1　 贵重中药饮片使用情况

2. 1. 1　 处方条目数:按照处方条目数统计,2018—2020 年我

院使用较广泛的 3 味贵重中药饮片分别为三七粉( 2
 

182 条

目,占 32. 48%)、全蝎(1
 

962 条目,占 29. 21%)和白及(818 条

目,占 12. 18%);使用最少的贵重中药饮片为羚羊角粉,统计

时间段内仅在 1 张处方中使用,见表 1。
表 1　 贵重中药饮片各品种的处方条目数、排序及构成比

Tab
 

1　 Number
 

of
 

prescription
 

items,
 

ranking
 

and
 

constituent
 

ratio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排序 贵重中药饮片品种 处方条目数 / 条目 构成比 / %
1 三七粉 2

 

182 32. 48
 

2 全蝎 1
 

962 29. 21
 

3 白及 818 12. 18
 

4 化橘红 679 10. 11
 

5 阿胶珠 663 9. 87
 

6 川贝母 267 3. 97
 

7 血竭 145 2. 17
 

8 羚羊角粉 1 0. 01
 

合计 6
 

717 100. 00

2. 1. 2　 销售金额:按照销售金额统计,排序居前 3 位的贵重

中药 饮 片 为 全 蝎 ( 43
  

351. 05 元, 占 29. 58%)、 化 橘 红

( 25
  

516. 25 元, 占 17. 41%) 和 三 七 粉 ( 24
  

523. 50 元, 占

16. 73%);川贝母、血竭和羚羊角由于使用量较少,所以其销

售金额排序也居后 3 位,见表 2。
表 2　 贵重中药饮片各品种的销售金额、排序及构成比

Tab
 

2　 Consumption
 

sum,
 

ranking
 

and
 

constituent
 

ratio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排序 贵重中药饮片品种 销售金额 / 元 构成比 / %
1 全蝎 43

 

351. 05 29. 58
2 化橘红 25

 

516. 25 17. 41
3 三七粉 24

 

523. 50 16. 73
4 阿胶珠 23

 

041. 94 15. 72
5 白及 18

 

386. 99 12. 55
6 川贝母 11

 

300. 25 7. 71
7 血竭 388. 55 0. 27
8 羚羊角粉 43. 75 0. 03
合计 146

 

552. 28 100. 00

2. 2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分布特点

2. 2. 1　 患儿年龄分布:参照《儿科学》(9 版) [7] 对患儿年龄段

进行划分,7~ 11 岁学龄期患儿使用贵重中药饮片的处方条目

数占比最多(占 39. 38%),其次为 3 ~ 6 岁学龄前期患儿(占

23. 73%)和 12~ 18 岁青春期患儿(占 21. 02%);按照患儿具体

年龄统计,<1 岁患儿使用贵重中药饮片的处方条目数占比最

多(占 9. 26%),其次为 7 岁龄患儿(占 9. 07%)、8 岁龄患儿

(占 8. 62%),见表 3。
表 3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中患儿的年龄分布

Tab
 

3　 Age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with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患儿年龄段
处方条目
数 / 条目

构成比 / % 具体年龄
处方条目
数 / 条目

构成比 / %

婴儿期 622 9. 26 <1 岁 622 9. 26
幼儿期 444 6. 61 1 岁 271 4. 03

2 岁 173 2. 58
学龄前期 1

 

594 23. 73 3 岁 236 3. 51
4 岁 387 5. 76
5 岁 442 6. 58
6 岁 529 7. 88

学龄期 2
 

645 39. 38 7 岁 609 9. 07
8 岁 579 8. 62
9 岁 471 7. 01

10 岁 465 6. 92
11 岁 521 7. 76

青春期 1
 

412 21. 02 12 岁 497 7. 40
13 岁 309 4. 60
14 岁 221 3. 29
15 岁 182 2. 71
16 岁 116 1. 73
17 岁 86 1. 28
18 岁 1 0. 01

合计 6
 

717 100. 00 6
 

717 100. 00

2. 2. 2　 患儿病种分布:统计结果显示,贵重中药饮片的应用

多集中在神经系统疾病 ( 占 37. 84%)、 风湿免疫疾病 ( 占

25. 86%)和消化系统疾病(占 14. 46%)等,见表 4;涉及的具体

疾病 主 要 为 过 敏 性 紫 癜 ( 占 24. 21%)、 抽 动 障 碍 ( 占

21. 39%)、臂丛神经损伤(占 9. 78%)、脾胃不和(占 6. 01%)、
气管炎(占 4. 93%)和抽动症(占 4. 73%)等,见表 5。
2. 3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问题分析

2. 3. 1　 处方剂量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
(2020 年版)中规定的饮片处方剂量,统计我院贵重中药饮片

的处方剂量问题。 其中,用量不足问题涉及 5 种饮片,该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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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中患儿的病种分布

Tab
 

4　 Distribution
 

of
 

diseases
 

in
 

children
 

with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排序 病种分布 处方条目数 / 条目 构成比 / %
1 神经系统疾病 2

 

542 37. 84
2 风湿免疫疾病 1

 

737 25. 86
3 消化系统疾病 971 14. 46
4 呼吸系统疾病 672 10. 00
5 内分泌系统疾病 414 6. 16
6 其他疾病 284 4. 23
7 血液系统疾病 75 1. 12
8 泌尿系统疾病 22 0. 33
合计 6

 

717 100. 00

表 5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条目数排序居前 15 位的疾病分布
Tab

 

5　 Top
 

15
 

disease
 

distribution
 

ranked
 

by
 

the
 

number
 

of
 

prescription
 

items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排序 具体诊断 处方条目数 / 条目 占总处方条目数的比例 / %
1 过敏性紫癜 1

 

626 24. 21
2 抽动障碍 1

 

437 21. 39
3 臂丛神经损伤 657 9. 78
4 脾胃不和 404 6. 01
5 气管炎 331 4. 93
6 抽动症 318 4. 73
7 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 286 4. 26
8 消化不良 197 2. 93
9 腹痛 143 2. 13
10 呼吸道感染 137 2. 04
11 月经不调 128 1. 91
12 鼻炎 113 1. 68
13 母细胞瘤 93 1. 38
14 肺炎 91 1. 35
15 胆汁淤积性肝病 83 1. 24

题发生最多的为三七粉(2
 

149 条目,占 31. 99%),其次为化橘

红、白及、血竭、全蝎和阿胶珠等;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

量问题涉及阿胶珠、全蝎 2 种中药饮片,见表 6。
表 6　 贵重中药饮片的用量问题

Tab
 

6　 Consumption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贵重中药饮片品种

用量不足 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

处方条目
数 / 条目

占总处方条目
数的比例 / %

处方条目
数 / 条目

占总处方条目
数的比例 / %

三七粉(冲) 2
 

149 31. 99 0 0
化橘红(泡服) 671 9. 99 1 0. 01
白及 179 2. 66 0 0. 00
血竭(冲) 141 2. 10 0 0. 00
全蝎 14 0. 21 6 0. 09
阿胶珠 2 0. 03 119 1. 77
川贝母 0 0 0 0
羚羊角粉(冲) 0 0 0 0

2. 3. 2　 贵重中药饮片配伍情况:2018—2020 年我院贵重中药

饮片配伍使用处方共 64 张,即 130 条目(占总处方条目数的

1. 94%)。 配伍情况较多的为全蝎配伍白及( 18 张处方,占

28. 13%),主要用于治疗抽动症; 其次为全蝎配伍三七粉

(14 张处方,占 21. 88%),大部分用于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
处方数排序居第 3 位的为白及配伍三七粉( 12 张处方,占

18. 75%),大部分用于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见表 7。

3　 讨论
3. 1　 贵重中药饮片用量情况

贵重中药饮片相较于其他饮片品种资源匮乏且价格稍

高,但由于其具有独特的医疗和保健作用,其临床应用受到广

　 　 　表 7　 贵重中药饮片配伍情况

Tab
 

7　 Compatibility
 

of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pieces
贵重中药饮片配伍情况 处方数 / 张 占总配伍处方数的比例 / % 第一诊断 处方数 / 张 占该类配伍处方数的比例 / %
全蝎、白及 18 28. 13 抽动症 18 100. 00
全蝎、三七粉 14 21. 88 过敏性紫癜肾炎 11 78. 57

斜颈 2 14. 29
肾病综合征 1 7. 14

白及、三七粉 12 18. 75 过敏性紫癜肾炎 8 66. 67
急性肾炎 2 16. 67
IgA 肾病 2 16. 67

化橘红、川贝母 7 10. 94 气管炎 6 85. 71
慢性咳嗽 1 14. 29

阿胶珠、白及 3 4. 69 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 2 66. 67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1 33. 33

阿胶珠、三七粉 3 4. 69 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 2 66. 67
过敏性紫癜肾炎 1 33. 33

全蝎、化橘红 2 3. 13 气管炎 1 50. 00
抽动障碍 1 50. 00

全蝎、羚羊角粉 2 3. 13 抽动症 2 100. 00
阿胶珠、血竭 1 1. 56 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 1 100. 00
白及、化橘红 1 1. 56 支气管炎 1 100. 00
全蝎、川贝母 1 1. 56 慢性咳嗽 1 100. 00

泛关注[8] 。 2018—2020 年我院处方条目数排序居前 3 位的贵

重中药饮片为三七粉、全蝎和白及。 三七具有散瘀止血、消肿

定痛的功效,主要用于各种出血以及跌扑肿痛等证;全蝎具有

息风镇痉、通络止痛和攻毒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肝风内动,痉
挛抽搐,小儿惊风等证;白及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功效,

主要用于出血、疮疡肿毒等证。 上述 3 种中药饮片与我院儿科

优势病种过敏性紫癜及抽动障碍的治疗密不可分,用药需求基

本合理。 使用最少的贵重中药饮片为羚羊角粉,羚羊角常用于

儿童热性惊厥的治疗,其用量少可能与已有上市的羚羊角成方

制剂相关[9-10] ;且中药饮片处方若开具羚羊角粉冲服,患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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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依从性较差。
3. 2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分布特点

通过本研究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贵重中药饮片的应用多集

中在神经系统疾病,如抽动障碍和臂丛神经损伤;风湿免疫疾

病,如过敏性紫癜;呼吸系统疾病,如气管炎、肺炎、呼吸道感染

和慢性咳嗽等,与前面调研的贵重中药饮片三七粉、全蝎、白及

和化橘红处方条目数排序居第 1—4 位相符。 除此之外,涉及

的病种还有消化系统疾病,如腹痛、脾胃不合和胃炎;内分泌系

统疾病,如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月经紊乱等,与处方条目数

排序居第 5 名的阿胶珠相一致。
3. 3　 贵重中药饮片处方问题分析

虽然三七粉在我院使用较多,但其用量不足问题也最显

著。 三七含有三七皂苷、人参皂苷和槲皮素等多种成分,可作

用于多靶点、多通路,其中三七总皂苷具有消炎、镇痛作用,三
七素可止血[11-12] 。 因此,三七粉在我院常被用于治疗过敏性

紫癜、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等需长期用药的疾病。 由于临床

需综合考虑患儿的年龄、体重、发育情况以及病情程度等,所以

三七粉相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较少。
化橘红含多种黄酮类化合物,其中的柚皮苷可用于治疗咳

嗽、痰多和肺炎等呼吸道疾病,具有一定药用价值[13-14] 。 但由

于价格较高,儿科临床综合考虑用药合理性与经济性,其处方

剂量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阿胶含有蛋白多肽类物质,可用治月经过多、缺铁性贫血

等疾病[15-16]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阿胶用量为 3~ 9
 

g,
而经方中阿胶的用量范围为 13. 8 ~ 41. 4

 

g,用蛤粉炒成阿胶珠

后,增强了养阴作用,用量多为 6 ~ 20
 

g[17] 。 根据患儿的病种、
证型以及症状,我院在临床实践中有时会超《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规定选择阿胶珠的剂量。
在配伍使用方面,全蝎与白及配伍全部用于抽动症的治

疗,而全蝎配伍三七粉大部分用于治疗过敏性紫癜肾炎,上述

2 种配伍使用较多的情况目前未找到相关依据,可根据网络药

理学等方法展开研究,为儿科临床应用提供有力证据。 研究结

果表明,三七、白及配伍后, ( 20S)-人参皂苷 Rg3、人参皂苷

Rh4 含量升高幅度显著提高,可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神
经系统疾病等,这与我院上述配伍多用于过敏性紫癜肾炎、急
性肾炎及 IgA 肾病的情况相符[18-19] 。

综上所述,我院儿科常使用贵重中药饮片治疗过敏性紫

癜、抽动障碍和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等优势病种。 需要在考

虑患儿生理特殊性的前提下,根据患儿实际情况及病情轻重缓

急,综合治疗需求和患儿家庭的经济能力,对贵重中药饮片进

行选择。 中药处方点评工作尚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单位点评深

度和水平参差不齐[20] 。 本研究经调研探讨,可为儿科临床贵

重中药饮片的应用提供相应参考,为贵重中药饮片处方点评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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