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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北京市 B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门诊处方数据
分析五味子的临床剂量及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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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基于北京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处方质量指标监测平台收集的处方数据%探讨五味子在临床的使用剂量及应用规
律$ 方法!通过 "#$@年北京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处方质量指标监测平台%收集北京市 B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门诊含五味子的内
服处方%建立数据库%采用%eR5("#$#软件统计五味子使用剂量频次&频率&主治分布&配伍药物分类和比例等数据%对其基本用药
剂量及配伍结构规律进行分析$ 结果与结论!五味子总使用频次为 $" >$C次%目前临床上五味子的常用剂量范围为 Bk$" 3%常用
剂量为 $# 3"A <BC次%占 >@J#BV#&B 3"= ">@次%占 "BJ$BV#’其中儿童常用剂量为 B 3$ 五味子主治疾病主要为肺系疾病%其次
为心系疾病$ 处方中共涉及到 C>A味中药%其中与五味子配伍频次较高的药物有 $@=味%可分为 $B类%配伍使用频次排序居前 =
位的为补虚类&清热类和解表类$ 五味子与其常配伍中药的剂量比例以 $h$为多%数据分析结果较客观地反映了北京地区 B家中
医医疗机构中五味子的临床应用规律%可为五味子在临床中的应用以及门诊中药饮片处方点评提供参考$
关键词!五味子’ 临床剂量’ 配伍’ 处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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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为木兰科植物五味子 /<=>"?’@.? <=>’A’">"#W)2Ra:%
_’+((:的干燥成熟果实"习称,北五味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一部/ #"#$A 年版%记载"五味子味酸(甘"性温"归肺(
心(肾经"功效为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和补肾宁心"用法与用量
为 "kB 3)$* ’ 临床经常出现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范
围使用中药饮片的情况"这是中药饮片临床使用的常见问题
之一"也是目前医院中药饮片处方点评的难点之一’ 本研究
通过收集北京市 B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门诊中药饮片处方数
据"分析目前五味子临床实际使用情况"以期为临床用药以及
中药饮片处方点评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BC资料与方法
BDBC资料来源

通过北京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处方质量指标监测平台"
收集 "#$@年北京市 B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上报的门诊中药饮
片处方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医院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
京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
BDEC处方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所有含五味子的内服处方"包括生五味子(醋五味子
和酒五味子$排除无诊断的处方以及外用处方’
BDFC资料处理

将符合标准的 B$ @<A张处方数据导入%eR5(软件"按完全
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 $" >$C 张处方#五味子总使用频次
为 $" >$C次%"%eR5(表表格中的内容包括医院名称(处方号(
患者年龄(诊断(整方药物及剂量(煎法服法等"建立五味子处
方数据库’

根据历代本草书籍的描述"参考.中药学/ )"* (.中华临床
中药学/ )=*和.中药大辞典/ )>*对五味子功效的论述"采用谭
氏)A*对五味子在复方中发挥功效方向的研究思路"逐一录入
与五味子功效相符的中医诊断名称和#或%西医诊断名称’ 由
于处方中疾病诊断表述繁乱"故对处方中同一疾病含义而描
述方式不同的诊断进行统一"如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 ,慢阻肺- ,慢阻肺&级,慢阻肺急
作-和,8HMG-等统一归为中医病名,肺胀-’ 其中"中医诊断
名称(西医诊断名称分别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4中
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A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4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C版%等予以规范’
BDKC研究方法

采用%eR5("#$#软件统计五味子最常用量(常用量上限(
常用量下限(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最常用量K.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上限’ 参考相关文献)B4C* "常用剂量范
围引入统计学百分位数MX的概念"本研究采用)M$#4M<#*的区
间值表示五味子常用剂量范围’

EC结果
EDBC五味子的临床使用剂量

北京市 B家中医医院五味子临床用量范围及不同剂量的
使用频次见表 $’ 由表 $可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
的 "kB 3相比"五味子的临床使用表现出,常用剂量偏大"用
量范围宽泛-的特点$其中"五味子临床实际常用剂量为 $# 3
#使用频次为 A <BC次"占 >@J#BV%(B 3#使用频次为 = ">@次"
占 "BJ$BV%"用量范围为 "k>A 3’

表 BC五味子临床使用剂量分布及使用频次
(*.BCA344-)-’"$&+-*’$4)-]#-’1% &4!123+*’$)*-

123’-’+3+4)#1"#+3’173’31
五味子剂量K3 使用频次K次 构成比KV
" A #J#>
= "B= "J$"
> "# #J$B
A "C# "J$C
B = ">@ "BJ$B
C < #J#C
@ ""A $J@$
< =@C =J$"
$# A <BC >@J#B
$" @=" BJC#
$A <$B CJ=@
$B " #J#"
$@ C #J#B
"# $C# $J=C
"> $ #J#$
"A @ #J#B
"B $ #J#$
=# @= #JBC
># " #J#"
>A $ #J#$
合计 $" >$C $##J##

EDEC不同人群五味子使用剂量
不同人群五味子使用剂量见表 "’ 由表 " 可见"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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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的儿童常用剂量为 B 3"高于.中医儿科学/,儿科常用
中药简表-中推荐的 $JAk>JA 3$与成人常用剂量 $# 3比较"

目前临床儿童常用剂量为成人的 =KA"基本符合儿童用药
习惯)@* ’

表 EC不同人群五味子使用剂量
(*.ECA&+-&4!123+*’$)*-123’-’+3+4)#1"#+3’$344-)-’"/&/#7*"3&’

人群#年龄K岁% 五味子使用剂量K3
最常用量 常用量下限 常用量上限 最大用量 最小用量 平均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 比值

儿童#l$@% B B $# $# = CJ$$
成人#$$@% $# B $A >A " <JAC "kB $J##

$JBC
!!注&,比值-为最常用量K.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用量上限

;,*5& ,2’*+,- +0*65Y,0*R,YY,-(/)05. ’Y,)-*K*65)7752(+Y+*,1.,0’35+- M6’2Y’R,7,5+’,1*6575,7(5�0D57)Q(+R,186+-’

EDFC五味子主治疾病统计
将与五味子相关的主治疾病或症状#共 A# 种"总频次为

$# A=< 次%按出现频次进行排序"居前 "# 位的主治疾病见
表 =’ 由表 =可见"五味子临床应用范围广泛"包括肺系疾病(
心系疾病(肾系疾病(脾胃疾病(气血津液疾病(肝胆疾病和肢
体经络疾病等"但仍以内科疾病为主"其中最常用于肺系疾病
#占 =#JAAV%"如咳嗽(哮病和气管炎等"其次为心系疾病#占
""J""V%"如不寐(心悸和胸痹等’

表 FC出现频次排序居前 Eb位的五味子主治疾病
(*.FC(&/Eb ,* &̂)$3+-*+-+")-*"-$.% !123+*’$)*-

123’-’+3+4)#1"#+
疾病类别 主治疾病 出现频次K次 总频次K次 总占比KV
肺系 咳嗽 @<@ = ""# =#JAA

气管炎 B><
鼻炎 AAB
哮喘 >"C
咽喉炎 >#@

呼吸道感染 "@"
心系 不寐病 $ #@= " =>" ""J""

心悸 B>C
胸痹 B$"

肾系 腰痛病 ><@ $ $@C $$J"B
前列腺疾病 >BA
肾病综合征 "">

脾系 脾系类病 =<= B#= AJC"
泄泻 "$#

其他 糖尿病 "BC $ A>= $>JB>
月经失调 AAC
痹病 "#$
肝病 $CB
贫血 $C"
眩晕病 $C#

EDKC与五味子配伍的中药
"J>J$!配伍中药使用频次(频率及分类分析&参考相关文
献)<4$#* "分析与五味子配伍的中药使用频次(频率及分类’ 筛
选出的 $" >$C张包含五味子的中药饮片处方中"除五味子外"
还涉及到 C>A味中药#总使用频次为 "#B BA$次%"使用频次排
序居前 $#味的中药依次为麦冬(生黄芪(茯苓(麸炒白术(当
归(白芍(党参(丹参(生甘草和黄芩’ 其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中
药为麦冬"共 A "CA 次"使用频率为 >"J>@V"其次为生黄芪
#> >C@次"使用频率为 =BJ#BV%(茯苓#> >C>次"使用频率为
=BJ#=V%’ 将使用频次p中药平均使用频次#"C@ 次%的中药
设为高频药物"共 $@=味中药’ 根据.中药学/ )"*的药物功效
分类标准"将 $@=味高频中药进行归类"药物分类(频次和频
率见表 >#列举使用频次排序居前 A位的类别%’ 与五味子配
伍使用的高频中药类涉及 $B 类"其中"配伍使用频次最高的
为补益药"总使用频次为 AC AB< 次"使用频率为 "CJ@BV"其

次为清热药 # "" <<@ 次"使用频率为 $$J$=V%(解表药
#$C =B>次"使用频率为 @J>#V%’ 可见"补益药(清热药和解
表药为五味子的常用配伍药类’
表 KC与五味子配伍的中药类别分布及频次"使用频次hEOc次#

(*.KC<7*++3431*"3&’*’$4)-]#-’1% $3+")3.#"3&’&4
!123+*’$)*-123’-’+3+4)#1"#+1&,/*"3.7-Z3"2")*$3"3&’*7

<23’-+-,-$313’-"4)-]#-’1%hEOc "3,-+#

中药类别 具体分类
使用
频次K次

使用
频率KV

总使用
频次K次

总使用
频率KV

累计
频率KV

补虚药 补气药 "B #<> $"JB= AC AB< "CJ@B "CJ@B
补阴药 $B @#> @J$=
补血药 < "@$ >J><
补阳药 A =<# "JB$

清热药 清热凉血药 @ "BC >J## "" <<@ $$J$= =@J<<
清热燥湿药 A "=> "JA=
清热泻火药 > ==@ "J$#
清热解毒药 = "B= $JA@
清虚热药 $ ="= #JB>
发散风热药 AC= #J"@

解表药 发散风寒药 $# #C" >J@C $C =B> @J># >CJ=<
发散风热药 C "<" =JA=

化痰止咳平喘药 止咳平喘药 C $@C =J>@ $A === CJ>" A>J@$
清化热痰药 > C<A "J="
温化寒痰药 = =A$ $JB"

活血化瘀药 活血调经药 B @== =J=$ $$ AC@ AJB# B#J>$
活血止痛药 > =C< "J$"
破血消癥药 =BB #J$@

"J>J"!高频药对剂量比例分析&参考相关文献)$$* "分析五味
子高频药对剂量比例’ 使用频率排序居前 A 位的中药与五味
子配伍时的剂量比例见表 A#列举使用频次排序居前 A位的剂
量%$其中"比例i配伍中药剂量K五味子剂量’ 分析可知"麦
冬(麸炒白术(当归与五味子配伍剂量比例基本相同"均集中在
$h$"其次分别为 =h"或 Ah=$茯苓与五味子主要配伍比例集中
表现为 $h$或 =h""其次为 "h$$生黄芪与五味子主要配伍比例
为 =h$或 "h$’ 综合分析"五味子在临床与高频中药较常用的
配伍剂量比例为 $h$"其次为 =h""具有一定的使用规律’

FC讨论
FDBC五味子门诊临床实际使用剂量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中药饮片的剂量多按李时珍
所讲,古之一两"今用一钱-所折算"加之对过去临床经验的传
承和总结"在一定时期是符合临床使用的"但是"随着中药的生
产4栽培环境(人类疾病谱系的变化"则未必完全符合临床用
量)$"4$>* ’ .中华人民共和药典/对五味子的剂量规定范围为 "k
B 3"对临床安全使用五味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剂量范围较
窄"不完全符合临床用药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五味
子临床疗效的发挥’ 本次调研中"北京市 B家三级甲等中医医
院中药饮片处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五味子的临床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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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LC五味子高频药对剂量比例分析
(*.LC9’*7%+3+&4$&+-)*"3& &423M24)-]#-’1% $)#M /*3)&4!123+*’$)*-123’-’+3+4)#1"#+

麦冬#’iA "CA% 生黄芪#’i> >C@% 茯苓#’i> >C>% 麸炒白术#’i= @B"% 当归#’i= BA=%
比例 使用频次K次 使用频率KV 比例 使用频次K次 使用频率KV 比例 使用频次K次 使用频率KV 比例 使用频次K次 使用频率KV 比例 使用频次K次 使用频率KV
$h$ $ >@B "@J$C =h$ $ #A" "=J>< $h$ C@< $CJB> $h$ $ #B= "CJA" $h$ $ #@> "<JBC
=h" @A" $BJ$A "h$ A<@ $=J=A =h" C@B $CJAC =h" B#@ $AJC> Ah= A"" $>J"<
Ah= CC$ $>JB" =h" A>A $"J$C "h$ B<# $AJ>" Ah= A@# $AJ#" =h" =<= $#JCB
"h$ B=$ $$J<B Ah$ >"A <J>< Ah" >@= $#J@# "h$ >$B $#JCC "h$ =@> $#JA$
Ah" =A@ BJC< Ah" =A# CJ@" =h$ >$< <J=C BhA "C= CJ#C BhA "AA BJ<@
合计 > #<@ CCJB< 合计 " <C# BBJ=$ 合计 = $BC C#J@# 合计 " <># CBJ$= 合计 " B=@ C"J"$

剂量范围为 Bk$" 3"儿童用量范围为 "kB 3$其中"$# 3(B 3"个剂
量处于高频次"二者使用频次构成比分别为 >@J#BV("BJ$BV’ 因
此"根据本次处方调研数据"各医疗机构可设置本院中药饮片
临床常用剂量规范标准"使之更符合临床中药的使用需求’
FDEC五味子主治疾病分析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五味子在临床中应用广泛"其主治疾
病以肺系疾病和心系疾病居多’ #$%肺系疾病中"咳嗽的出现
频次最多’ .本草求原/记载",五味子"为咳嗽要药"凡风寒咳
嗽"伤暑咳嗽"伤燥咳嗽"劳伤咳嗽"肾水虚嗽"肾火虚嗽"久嗽
喘促"脉浮虚"按之弱如葱叶者"天水不交也"皆用之- )$A* ’ .药
品化义/指出",五味子"五味咸备"而酸独胜"能收敛肺气"主
治虚劳久嗽- )$B* ’ 五味子既能收敛肺气"又能补益肺气"素有
,咳神-之称"尤其对体虚久咳效果更好’ 现代药理研究结果
表明"五味子有明显的呼吸兴奋作用"其醚提取物有镇咳(祛痰
作用)$C* ’ #"%心系疾病中"不寐的出现频次最多"与其他研究
结果相似)$@* ’ .医林纂要’药性/记载"五味子能,宁神"除烦
渴"止吐衄"安梦寐-"具有收敛心气(滋肾补阴(宁心安神的功
效"可治疗心悸怔仲(失眠健忘等证’ 如.摄生秘剖/中记载的
天王补心丹方中使用了五味子’ 现代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五味
子木质素和三萜类成分等有较好的镇静和催眠作用)$<* ’
FDFC与五味子配伍的中药分析

$" >$C张包含五味子的中药饮片处方中"对除五味子外的
使用频次p中药平均使用频次#"C@次%的 $@=味高频次中药进
行分析"共分为 $B类"其中补虚药(清热药和解表药累计使用
频率为 >CJ=<V$尤其是补虚药的使用频率为 "CJ@BV"且以补
气药居多’ .新修本草/记载"五味子,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
有咸味-"其味酸(甘"酸味明显"是一味作用较广泛的收涩药’
五味补五脏"五味子也是一味补益药"与其他补益药合用"效果
倍增)"#* ’ 例如"五味子与麦冬配伍"可增强益气生津止渴的功
效$五味子与补气药黄芪配伍"可增强补敛肺气(益气健脾的功
效’ 以上体现了五味子在处方中发挥不同功效的基本配伍结
构"临床处方点评中可通过配伍结构分析处方"即,以药测
方-"可为判断处方用药合理性提供一定的思路’
FDKC五味子高频药对剂量比例

分析使用频率较高的 A 味中药与五味子配伍时的剂量比
例"发现五味子与高频中药配伍比例以 $ h$居多$五味子与生
黄芪配伍时"剂量比例最高为 = h$"其原因主要与配伍药物的
临床习惯用量有关"如生黄芪临床习用 =# 3"故生黄芪与五味
子的剂量比例为 =h$’

总之",中医不传之秘在于量-"目前中医的量效关系研究
仍处于摸索阶段"并且中药具有多种临床功效"其具体功效的
发挥受剂量(配伍结构和炮制规格等多种因素影响’ 通过整理

分析临床处方中五味子的实际剂量(临床应用疾病范围及配伍
结构"一方面可为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药饮片提供一定的参考
数据"另一方面可为医院药师处方点评以及处方前置审核规则
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数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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