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 一株小草连接世
界。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凝聚着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在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药学部， 有这么一
群人， 他们传承岐黄薪火， 以 “一切以患
者为中心” 为服务宗旨， 运用中药鉴定、
炮制、 调剂等传统技术， 指导患者合理用
药， 为患者健康护航。

建立监管制度
保障中药饮片品质

12月的上海， 一波波寒潮接踵而至，
而上海市中医医院门诊一楼大堂内却是

热火朝天 。 对每一名来到市中医医院就
诊的患者而言， 药房， 几乎是必到之处。
相较于以往坐在窗口前 ， 等待叫号 、 领
取中药包的模式 ， 如今的患者既可以选
择直接在窗口领取中药饮片 ， 也可以选
择免费配送到家。

说起免费配送这项服务， 市中医医院
药学部的药师们打开了话匣子。 为了缩短
候药时间， 为患者携带或煎煮中药饮片的
便利， 早在2011年， 药学部便在上海首创
免费为患者快递中药饮片的便民服务举

措。 短短几年间， 这项 “包邮” 服务范围
从原先的内环内， 逐步扩大到全市、 长三
角地区， 乃至全国。 现在， 每天门诊开具
的中药饮片处方中， 委托药厂免费送到患
者指定地址的占75%左右。

随着这项服务的普及 ， 患者对代配
送的质量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 投诉也随
之而来 。 据药剂党支部书记徐浩铭介
绍：“在中药饮片质量方面 ， 投诉集中于
不同批次之间煎药的浓淡不一 ； 在配送
服务方面 ， 投诉聚焦于快递员不愿送上
楼等； 而其他的投诉则分散在生产日期/
包装日期过陈 、 延误配送后的中药汤剂
变质等方面”。

患者的投诉 ， 成为药学部工作改进

的方向标 。 团队以快速处理质量投诉管
理为导向 ， 针对不同调剂方式的质量投
诉， 采取相应的质量监管对策 。 例如在
院内取药环节 ， 他们在进一步加强饮片
质量品相验收管理的基础上 ， 与药厂约
定生产时间 、 包装时间并严格管理 ， 要
求提供较为新鲜的中药饮片 ； 又例如在
药厂代配 、 代煎环节 ， 他们每天外派相
对经验丰富的药师深入药厂 ， 对药厂代
配 、 代煎饮片的购进 、 储存 、 处方审
核、 调配 、 煎煮 、 快递服务等各个环节
进行全过程监管 ， 建立中药饮片质量监
管模式。“除此之外 ， 我们还有药厂飞行
检查 、 ‘患者－药房－药厂－快递 ’ 的快
速质量问题处理机制 、 药厂评估 、 药厂
季度沟通会等方式 。” 在副主任药师朱
剑敏看来 ， 通过加强质量监管 ， 能够细
化代配 、 代煎业务 ， 确保每一剂中药在
临床使用中安全有效 ， 让患者在家中也
能喝得放心。

药师驻科临床
指导医患合理用药

与传统在药房审方 、 调配的药师不
同， 在市中医医院药学部， 还有这样一群
药师， 她们每天出现在病房区域， 与临床
医师共同诊疗， 查房、 会诊、 宣教……每
个环节全程参与。 她们就是药学部的驻科
临床药师。

“每种中药材的用法 、 煎煮方式 、
饮用剂量都不相同。” 药学部共有十名驻
科临床药师， 每天负责600张床的患者用
药管理，她们表示：“我们的工作， 简单来
说， 就是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 确
保每一张处方单都安全有效。” 在一次查
房中， 有名患者拿着一碗红色的汤药向
临床药师询问：“医生 ， 这药是不是变质
了， 怎么是红的？ 我能喝吗？” 听闻患者
的疑惑 ， 临床药师当场为她查询了处方
单， 发现其中含有茜草这味中药材 。 由

于茜草在熬制后会呈现红色状态 ， 因此
她耐心向患者解释 ： 不是中药 “变质 ”，
而是它本身的特性导致中药 “变红” ，“还
有一些矿物类药材 ， 如果加热不充分就
会出现沉淀 。 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也会
及时和患者沟通。” 驻科临床药师们补充
道。

除了与患者们日常沟通 、 宣教外 ，
驻 科 临 床 药 师 们 还 肩 负 着 另 一 项 职

责———处方审核 。 在市中医医院内 ， 所
有的处方都需要经药师审核后 ， 再发给
药房进行调配 。 与西药不同 ， 中药处方
由不同中药饮片组成 ， 中药饮片的来源
性状不同 、 功效也存在差异 。 以川贝母
和浙贝母为例 ， 虽然两者都是百合科植
物 ， 但一字之差让它们存在许多差别 ：
川贝母直径在3至9毫米 ， 而浙贝母直径
一般在1至2.5厘米 ， 故又被称为 “大贝
母 ”； 功效方面 ， 川贝母苦甘微寒 ， 适
用肺燥引起的干咳 、 痰少或痰中带血等
症状 ； 而浙贝母苦寒 ， 适用于风热咳
嗽 、 痰火咳嗽以及痰火郁结引起的瘰
疬 、 痰核等 。“像一些年轻的临床医师 ，
可能对中药饮片没有那么熟悉 ， 开处方
时会出现疏漏 ， 那么就需要经验丰富的
药师对处方进行审核 ， 指导医师合理用
药。” 主管药师倪敏解释道。

在处方审核中 ， 还有一个重要的环
节就是中成药的合理使用 ，“像一些中成
药， 单独使用时不打紧 。 但如果两两结
合使用 ， 或者几种不同的中成药一起使
用 ， 可能会出现药效增强或减弱等情
况 。” 药学部主任张立超表示 ， 药学部
正在梳理关于这些中成药的使用规则 ，
希望能尽快成文， 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除了临床查房 、 处方审核 、 日常宣
教之外 ， 药学部还贴心地在每张处方单
上印上二维码， 让患者或家属轻松扫码，
就能了解每一剂中药饮片煎煮 、 服用等
正确的 “打开方式”。

中药材“七十二变”
传承创新中药制剂

现在， 中医养生不再是老年人的 “专
利”， 而逐渐融入不同年龄层的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掀起一股养生热潮。 在
这一背景下， 市中医医院药学部也 “赶上
时髦”，推出小儿防感“棒棒糖”“药食同源”
小膏方等一系列适合现代人服药方式的中

药制剂。
“像 ‘棒棒糖’、 小膏方这些是我们

药学部针对中药制剂形态、 口味等进行的
一种创新。” 药学部副主任徐燕丰表示 ，
院内制剂大多来自名老中医的经验方， 具
有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临床应用历史，
其疗效确切、 安全性好。 如深受失眠患者
欢迎的落花安神口服液， 正是由首届上海
市名中医王翘楚教授在临床中经过反复验

证总结出来的独特效方， 造福了数以万计
的失眠症患者，“可以说， 这些制剂是传统
中医药的智慧结晶和载体。 也是我们， 作
为中药人， 对验方、 名方的传承和发展。”
徐燕丰笑着说。

无论是传承 ， 或是创新 ， 始终离不
开市中医医院药学部这支优秀的药师队

伍。 在科室主任的带领下 ， 药学部开拓
实践人才培训 、 技术引进 、 科研合作 、
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 先后共有5人入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药特色传承人

才培养项目 ， 通过 “传帮带教 ” 模式培
养中医药临方定制 、 中药药膳等人才 。
在2023年上海市中医药职业技能大赛中，
倪敏和薛亚2位主管药师分别荣获个人综
合一等奖和三等奖 ， 药学部团队荣获团
体一等奖。

“古人医在心， 心正药自真”。 怀着
这份 “一起为病人” 的初心， 市中医医院
药学部将一如既往地走好中医药的传承发

展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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