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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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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药配方颗粒是我国中药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不仅免除煎煮、服用便捷、起效迅速，且工艺先进、利于贮存、便于

质量控制，顺应了现代社会对药物的基本要求，在国内外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中药配方颗粒的推广与应用为我国中医药

国际化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对中药配方颗粒在中药国际化中的作用、国际竞争优势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其国

际化的有效对策，以期为推进我国中药国际化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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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formula granule is a great reform on CMM.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herbal pieces, CMM formula granule is not only convenient and rapid-acting as boiling-free, but also advanced in producing 
techniques, and easily handled in both storage and quality-control. It could perfectly meet the basic reqirement on modern drugs and 
have a broad market prospec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MM formula granule could be a new 
way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M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ushing effec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n access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essay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CMM formula 
granule with expecting to provide a new idea and a new route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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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Chinese materia medica，CMM）几千

年来在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昌盛方面发

挥了巨大作用，然而作为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中

药却一直无法走出国门，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

可。对于西方人来说，传统中医药理论晦涩难懂；

以草根树皮甚至动物、矿物为原料的中药作为药

品使用缺乏科学依据、难以接受；传统中药汤剂

煎煮费时、量大难服、携带不便，无法适应现代

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需求。而应用现代先进技术研

制出的中药新剂型，如浓缩丸、片剂、胶囊、注

射剂等，由于发达国家严格的药品注册标准和技

术壁垒，无法作为药品销售，缺乏合法地位，在

国外处境尴尬。在中药国际化发展面临重重困境

的当下，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积极探索新途径和

新方法，思索对策，寻求突破。 
中药配方颗粒是传统中药的一次创新，是以符

合炮制规范的单味中药饮片为原料，经现代工艺提

取、精制而成的一种粉末或颗粒状制剂。其性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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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与原中药饮片一致，可供中医临床组方用药。

其不仅弥补了中药饮片煎煮费时、质量控制困难、

难以精准调剂等不足，同时又保留了传统汤剂辨证

施治、随证加减、复方配伍的优势和特色，在中药

用药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比传统中药饮

片前进了一大步。目前中药配方颗粒已在日韩、欧

美等发达国家有了较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借助中药

配方颗粒来突围国际市场不失为当下推进我国中药

国际化的一项良策。 
1  中药配方颗粒的产生及发展 

中药配方颗粒的产生源于对传统汤剂的改革，

我国 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研究，当时广东星

群制药厂创新使用煎煮的单味中药水剂代替中药

饮片，不仅疗效甚好、服用方便，且深受群众欢迎。

后来中药水剂的研究因当时政治、技术条件等原

因，受阻停滞。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在单味颗粒

剂改革和研究上取得了成功，随后我国台湾省、韩

国纷纷效仿日本，中药浓缩颗粒（台湾称“科学中

药”）此后便开始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并广泛

使用。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韩企业为降低成本，

开始在我国投资建厂加工中药浓缩颗粒。在日韩竞

争加剧以及国外企业大举进驻国内市场的严峻形

势下，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引起了国内的重视。

1992 年江苏江阴天江药业率先研制出中药配方颗

粒，2001 年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中药配

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正式命名“中药配方颗粒”，

统一了此前国内多达 14 种的不同称法，如“中药

新饮片”、“单味中药浓缩颗粒”、“免煎饮片”等，

并将配方颗粒纳入中药饮片管理范畴。2002 年和

2011 年中药配方颗粒相继列入国务院《中药现代

化发展纲要》、《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为中药配方颗粒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政策保障。 
目前，我国中药配方颗粒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

国家对生产企业采取试点生产、从严管控的政策，

国家药监部门先后只批准了 6 家试点生产企业（表

1）。尽管如此，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我国中药配方

颗粒在产业化生产、临床应用以及市场推广等方面

已初具规模。试点企业的生产品种目前已基本覆盖

了所有常用的中药材，在国内 30 多个省市 600 多家

医院（包括中医院、综合性医院等）得到应用，产

品销量逐年上升，深得消费者青睐。据中国行业咨

询网统计，2006—2011 年 6 家生产企业的国内销售

额由 2.28 亿元上升到 22.2 亿元（表 2）。以江苏省

中医院为例，1994 年该院引进中药配方颗粒初期，

仅有 1.7 万人次使用；2001—2005 年，使用人次达 

表 1  中药配方颗粒国内试点企业 
Table 1  Pilo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CMM formula granule in China 

试点时间 试点企业 生产品种 销售市场 

2001-11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700 余种 国内 600 余家医疗机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 30 多个国家 

2001-11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500 余种 国内除西藏外的 33 个省级行政区，美国、澳大利亚、瑞士、英国等 20 多个国家

2002-06 深圳华润三九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500 余种 国内 27 个省市近千家医疗机构，北美、欧洲、大洋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2002-06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0 余种 国内 400 多家医疗机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 

2002-06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400 余种 国内众多三甲医院，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等 20 多个国家 

2004-05 培力（南宁）药业有限公司 700 余种 国内 200 多家医疗机构以及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家 
 

表 2  2006—2011 年国内中药配方颗粒销售额 
Table 2  Domestic sales of CMM formula granule  

in 2006—2011 

年份 国内销售额 / 亿 同比增长 / % 

2006  2.28 − 
2007 3.98 74.6 

2008 5.92 48.7 

2009 10.90 84.1 

2010 15.00 37.6 

2011 22.20 48.0 

到 23 万多；2006—2011 年，达 38 万余人次，同比

增加 63%。试点企业的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

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市场前景

广阔。国内部分地区（如北京、深圳、重庆等）已

率先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范围，进一步助推了

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与应用。随着临床研究不断深

入，中药配方颗粒在临床实践中不仅疗效显著、适

应症广泛，且应用方式日益多样化。除口服使用外，

配方颗粒还可用于熏洗、外敷、雾化或调膏。如在

皮肤科痤疮、湿症等病症的治疗上，中药配方颗粒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4 卷 第 8 期 2013 年 4 月 

   

·931·

可以内服外用相结合，发挥独到疗效。 
2  中药配方颗粒对中药国际化的重要作用 
2.1  有助于中医药理论的跨文化传播 

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和较高的注册门槛，我国

中成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口受阻，植物提取物成

为中药类产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主力。然而植物提

取物与中药配方颗粒相比，与原有中药饮片的性味

特点相去甚远，无法按照中医药理论配伍为用，大

多作为中间产品销往国外，用作药品、保健食品以

及化妆品等的原料或辅料。中药配方颗粒则可以在

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充分体现中医辨证施治的

原则。以中药配方颗粒进军国际市场，替代我国中

药提取物的大量出口，将有助于中医辨证理论和诊

疗方法走出国门，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为中医药理

论的跨文化传播创造机遇。而中医药理论的国际传

播又必将带动中药在国外的应用和认同，促使中药

“药品”身份的认可。中药配方颗粒对中医药走向世

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2  有助于提升中药的国际认知度 

中药配方颗粒是纯天然的植物制剂，顺应了现

代社会崇尚绿色和自然的潮流，在东南亚、欧美等

众多国家得到应用，尤其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和韩

国的中药配方颗粒已在发达国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市

场份额。近年来，我国 6 家试点企业的产销量不断

增加、出口额日趋上涨、出口品种也日益增多，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国际市场有强大的竞争

对手，中药配方颗粒在国外的广泛应用，必将助推

我国中药的国际化发展，提升国外消费者对中药科

学性的认知。 
2.3  有助于加强中药的质量控制 

中药配方颗粒克服了传统饮片在加工、贮存、

应用过程中质量易受外部因素（光线、湿度、蹿味

等）影响的弊端，解决了困扰饮片的防潮防蛀、防

霉变和防污染等问题。配方颗粒在生产过程中从种

子到成品，对中药材的种植、炮制、提取、浓缩、

干燥、制粒、包装、仓储等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

的全程质量控制，形成一整套技术体系和标准平台，

是一种质量可控的“新型饮片”。此外，在质量控制

中还便于运用一些先进的分析方法和检测技术，如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指纹图谱技术等，建立国际认

可的工艺技术和质量控制标准。 
2.4  有助于中药标准与国际接轨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推进，目前我国已在中医药

标准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中药标准日臻完

善，国际认可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标准中得到关注

和应用。然而我国中药标准难获国际认可以及中药

难以符合发达国家植物药标准仍是制约中药国际化

的一大障碍。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早已演

变为“标准”的竞争，抢先制定“国际标准”成为

发达国家市场竞争的制胜法宝。对于我国而言，作

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大力推动中药标准建设、促进

中药标准国际化对中药进军国际市场意义重大。 
中药配方颗粒自问世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其

标准研究。2009 年 3 月“中药配方颗粒国际标准研

制”课题启动，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简称世

中联）与江阴天江药业、广东一方制药等试点企业

共同承担。2011 年 4 月在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的首

届中医全球化与人类健康高峰论坛上，经世界 20
多个国家理事和代表的讨论，《中药配方颗粒国际标

准》获得通过[1]。该标准虽然目前尚未真正推行，

但标准中确定了 300 味常用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工

艺标准和质量标准，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配方颗粒标

准建设上的实践与努力，必将有助于我国中药标准

与国际接轨。 
2.5  有助于提升中药出口的附加值 

我国中药出口一直以来都以中药材及饮片、提

取物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据中国医药进出口商

会统计[2]，2011 年中药材及提取物的出口额占中药

类总出口的 81.3%，中成药和保健品占 18.7%。中

药配方颗粒的出口，有助于改善我国中药低附加值

的出口结构，为企业出口创汇带来更高经济效益。

中药配方颗粒变饮片为药品颗粒，采用先进技术对

饮片进行提取、浓缩、制粒等多重加工，不仅提高

了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力，也提升了中药的附加值。

以广东一方制药为例[3]，其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以

中药饮片 3～5 倍的价格和附加值出口，每年创汇数

百万美元，已成功挤占中国台湾“科学中药”的部

分国际市场。 
3  中药配方颗粒进军国际市场的优势及存在问题 
3.1  中药配方颗粒的竞争优势 
3.1.1  免除饮片煎煮，服用更加便捷  汤剂是 能

体现中医医疗特色的剂型，在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应

用历史。其疗效确切，用药灵活，可以辨证施治，

但汤剂的应用也存在着众多弊端：汤剂取材于饮片，

需要对饮片进行煎煮，不仅耗时费力，且量大难服、

携带不便；饮片质量往往差异较大、难以控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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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稳定。传统的汤剂虽然具有特色、疗效独到，但

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人对药物“三效、三小、五方便”

的基本要求。中药配方颗粒对传统用药方式进行了

改革，以提取精制后的单味中药颗粒代替传统中药

饮片，免除了饮片复杂的煎煮过程，开水冲服后即

可服用，十分便捷。此外，单味药物经浓缩和包装

后，质量轻、体积小、携带保存更加方便，患者可

以随时取用，保证了中药用药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更符合现代人的消费与生活需求，易被国外消费者

认可和接受。 
3.1.2  保留汤剂特色，方便随证加减  辨证论治是

中医药理论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医药“整体观念”

在疾病认识和治疗上的重要体现。中药汤剂之所以

成为中医药 具传统特色的剂型，应用上千年而经

久不衰，其重要原因就是汤剂能随证加减，发挥中

医辨证施治的特色。中药配方颗粒则具备了中药汤

剂的优势，不仅服用如同中成药一样方便快捷，而

且保留了汤剂随证加减的特色，对不同的患者仍可

以根据其个体差异及病理变化因人、因病、因证制

宜，灵活地遣药组方。单味中药配方颗粒保持了原

有中药饮片的气味和功能，实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

的有效结合与充分发挥。 
3.1.3  剂量精准，便于调配  中药配方颗粒经过精

制后，主要成分的量相对明确，便于科学定量；且

每味中药颗粒按小剂量精细包装，小袋的药量是与

中药饮片等量测定后获得，装量准确。调剂人员可

按需取用，避免了逐一称量的繁琐操作以及人工称

量和分剂量误差，使中药调剂更加精准和便捷。同

时，也能有效解决中药调配时饮片不卫生、尘土飞

扬等诸多问题，改善中药房的卫生状况和工作环境，

便于药房的调剂和现代化管理。一般来说，中药配

方颗粒其纯浸膏量相当于原饮片量的 5%～15%，按

中医处方每剂饮片 100 g 计算，患者每次仅需服 5～
15 g 颗粒[3]，服用量比中药饮片汤剂明显降低，有

利于改变传统中药“黑、大、粗”的形象，更符合

西方人对用药剂量严谨且精准的要求。 
3.1.4  高效速效，剂型易被国际认可  中药配方颗

粒是在遵循中医药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药性质选

择科学合理的生产工艺精制而来。如中医认为宜直

接入药服用的品种一般采用超微粉碎技术制成细

粉，而大多数药材则根据汤剂的制备特点，以水为

溶媒，视具体化学成分不同，有选择地采用水提醇

沉、浸渍、渗漉、超临界萃取等不同工艺和方法。

科学合理的工艺不仅遵从了中医药理论，而且 大

限度地确保了药物的各种成分不被破坏或损失，使

中药配方颗粒与相同质量的传统饮片相比，药效更

高、剂量更小。由于能够即冲即服，中药配方颗粒

相比其他剂型（如片剂、丸剂、胶囊剂等）溶解快、

易吸收、起效更迅速，可以促进中药在急症医学方

面的应用。此外，中药配方颗粒这种全新包装的“新

型饮片”，外观固定、规格统一、标准一致，与西方

认可的植物药剂型、用法较为类似，更易被国外消

费者及国际市场接纳。 
3.1.5  质量稳定、安全可控  疗效不一、质量参差

不齐以及重金属、农药残留超标等质量问题一直是

困扰我国中药材及饮片出口的重要问题，不仅使我

国出口中药的疗效和安全性无法保障，而且严重影

响我国中药在国际上的信誉和形象。究其原因，除

了与中药材生产源头的种植因素有关之外，还与中

药饮片质量控制困难、难以贮存、稳定性差有关。

中药配方颗粒利用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制备工艺对中

药饮片进行产业化加工，一方面便于从技术层面对

中药各环节的质量情况进行检测和监控，确保产品

的疗效和安全性；另一方面由于工艺确定、生产条

件固定、人为可变因素少，产品质量稳定均一。此

外，中药配方颗粒采用铝塑复合膜单剂量包装，可

以有效地避光、防潮、防尘，既安全卫生，又利于

贮存。因此，中药配方颗粒的推广与应用，能够以

更加安全有效、稳定均一的高品质中药满足国际市

场需求。 
3.2  中药配方颗粒进军国际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3.2.1  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壁垒  由于中西方文化

差异，中西医学在理论体系、医学模式、思维方式

以及诊治手段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根源于文

化背景的巨大差异，造成两种医学之间理解和认同

上的障碍。尤其是中医药理论，积淀了几千年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人来说，晦涩难懂、难

以接受。在中医药理论下应用的中药配方颗粒其国

际化进程将无法避免地面临文化上的进入壁垒。从

国际市场来看，目前除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对中

医药进行立法管理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药配方

颗粒的进口管理不尽相同，美国将配方颗粒作为“健

康食品”管理，还有许多国家将中药配方颗粒纳入

复方制剂管理范畴，需要严格注册[3]。由文化壁垒

带来的理论认同和身份认可上的障碍是中药配方颗

粒国际化面临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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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面临日、韩等国的激烈竞争  日本、韩国对

配方颗粒的研究均早于我国，且发展迅速，已形成

了一定的市场规模，是我国在国际上的强大竞争对

手。日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将颗粒剂列入国民健

康保险基金的使用范围，目前约有 2/3 的日本医生

在临床中应用浓缩颗粒，其研究的单味颗粒有 200
余种、复方颗粒 200 余种，产品畅销欧洲；韩国主

要生产单味中药颗粒、胶囊系列，有 300 多个品种，

且均列入国民医保用药；我国台湾省生产的“科学

中药”包括复方 400 余种，单味中药 400 余种，成

为供应美国市场的重要来源；在新加坡等国，配方

颗粒已经完全取代中药饮片。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

品与我国配方颗粒在中医药理论、生产工艺、发展

思路上有所不同，因此，坚持中医药理论、保持中

药特色是我国配方颗粒进军国际市场，确保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所在。 
3.2.3  缺乏统一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  目前我国 6
家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业，不同企业间的产品

缺乏统一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国中药配方颗粒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以

黄连颗粒为例，有的企业采用水提的生产方法，有

的企业采用生品直接打粉的方法，工艺的差别导致

了质量标准的差别，有的企业规定黄连配方颗粒中

小檗碱的量不得低于 15%，有的企业规定不得低于

7%，相差悬殊。目前首个中药配方颗粒国际组织标

准已经出台，但该标准尚未完全推行，且只起到行

业指导作用，对各企业并无强制作用。因此，积极

推进和完善标准建设，制定中药配方颗粒的国家标

准，扩大现有国际组织标准的应用与影响力，是中

药配方颗粒行业发展和国际化的当务之急。 
3.2.4  品种不全、炮制方法单一  目前中药配方颗

粒品种仅占我国中药饮片的 1/3 左右，品种并不齐

全，给医生临床用药带来不便。此外，传统中药炮

制方法较多，不同炮制方法其功效差异较大。如黄

连就有生黄连、酒黄连、吴萸连、姜黄连等众多炮

制品，其中生黄连长于泻火燥湿、解热毒；酒黄连

是用黄酒拌炒而成，可引药上行，善清头目之火；

吴萸连能缓和黄连苦寒之性，厚肠胃，可清气分湿

热、散肝胆郁火，多用于吞酸、胁痛等；姜黄连可

降逆止呕，善治胃热呕吐。而中药配方颗粒的炮制

品种往往较为缺乏，相对单一。就黄连而言，目前

国内只有一个品种，包装上仅标示为“黄连”，未注

明炮制品种类型，无法适应病患的用药需求。 

3.2.5  溶解度与口感不佳不易被国外接受  中药复

方配伍药味较多，有些配方颗粒由于溶解度差，在混

合和溶解时会出现沉淀或结块现象，需要再加热水进

行搅拌。如血竭、阿胶、贝母、三七等，其有效成分

为难溶或不溶性物质，配方颗粒在溶解时容易絮结成

块或出现黏附，不便于服用[4]。此外，中药配方颗粒

在服用时，并没有改善汤剂味苦、难服的口感，有时

还会有渣粒感。中药“共煎”不仅能起到“助溶”作

用，还能降低苦味，而配方颗粒是单味混合，且有效

成分量更高，故药味有时比汤剂更重、口感更差。溶

解度和口感上的诸多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外

消费者对中药配方颗粒的接受和认可。 
4  借助中药配方颗粒推进中药国际化的对策 
4.1  重视交流与合作，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 

文化交流是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基础[5]。只有

重视和大力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流，才能让世界范

围内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甚至接受中医药，实现中

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长远战略目标。我国政府机

构、民间组织以及医药企业应该广泛地通过中医药

教育、科技合作、国际会展等多种形式，加强文化

交流，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如积极开展合作办学、

创办中医医院、举办中医药主题的国际博览会、创

立中医药国际文化期刊等，加强中医理、法、方、

药的有效机制和文化内涵的宣传，扩大中医药在国

际上的影响力，为中药配方颗粒突破文化壁垒、获

得合法认可奠定坚实基础。 
4.2  加强药效对比研究，确保疗效与特色 

复方汤剂的单煎合并与合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

的数学关系[6]。药材共煎的过程所含有效成分会发

生一系列的化合、络合、共溶等化学变化，可达到

减毒增效的效果。因此，要确保中药配方颗粒在应

用中的疗效，必须加强单煎与合煎的等效性研究，

从化学成分、药理药效以及临床疗效等方面对单煎

与合煎进行深入、系统和科学的对比研究，为中药

配方颗粒的生产、质量控制和临床应用提供重要参

考。此外，中药配方颗粒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提取物，

不能单以某种或某几种有效成分的量、特定的药理

药效为衡量指标而一味地提纯和精制，应以保留原

有饮片的性味与归经特征为指标，重视与原有饮片

的对比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辨证施治的功用，坚

持中医药特色。 
4.3  规范生产工艺，统一质量标准 

由于原辅料来源不同、生产工艺和质量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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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存在差异等原因，国内众多生产企业的产品在性

状和规格、质量优劣上不尽相同，对此，我国应该

加快推进行业内的规范和标准建设。其一，筛选并

确定制备单味中药配方颗粒的 佳工艺，要求各企

业的相同品种按照统一工艺进行生产。其二，通过

国际会议与对外交流，不断增强现有《中药配方颗

粒国际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国际组织的认同。

该标准由我国牵头制定，其影响力与国际认可直接

决定了我国是否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主导权。

其三，以现有国际标准中 300 味常用中药配方颗粒

的质量标准为核心，不断补充、完善，建立统一完

备的中药配方颗粒国家标准，并载入《中国药典》，

为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销售和检验提供法定依据。 
4.4  加大研发力度，丰富产品种类 

国内试点企业应该加强产品研发力度，积极与

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同研制配方颗粒新品

种，丰富临床用药；对于一味中药有不同炮制品的，

应增加对应炮制品的研发和生产，并注意在包装上

明确标示，以丰富的品种、规范的包装和标识更好

地满足出口需求，扩大市场份额。 
此外，还可以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加强经方配方颗粒的研究，以经典方剂制成复方浸

膏颗粒，根据临床辨证需要配合单味中药颗粒加减

使用。尤其是对比研究表明，合煎药药效显著高于

单煎药效的经典组方，开发成经方配方颗粒既能秉

承传统用法，同时又可以确保配伍疗效。如生脉散

（人参、麦冬、五味子）共煎的疗效显著强于 3 种单

味配方颗粒混合后的冲剂；四逆汤（附子、干姜、

炙甘草）中 3 味药材共煎，不仅疗效显著强于混合

的配方颗粒，且附子所含乌头碱的毒性大大降低[7-8]。

一些能协同增效或减毒的中药药对，如人参与黄芪、

石膏与知母等，亦可两两相配制成药对颗粒，丰富

和方便临床用药。 
4.5  改进技术及方法，解决溶解度与口感问题 

对于部分配方颗粒在混合溶解时出现的难溶、

絮结等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分析原因，并从工艺

和技术上加以改进，必要时可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

适当利用辅料助溶。同样，配方颗粒口感不佳的问

题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工艺和技术得到改善。对于气

味浓烈、含挥发油的药材（如荆芥、砂仁、藿香、

豆蔻等），可利用包合技术，用 β-环糊精对挥发油

进行包合，增强挥发油的稳定性，同时还可以消除

服用时的异味和刺激性，改善口感。一些气味特殊、

苦涩难服的中药（如黄连、黄柏、鱼腥草、虎杖等），

企业可在包装上做适当标注，方便消费者识别。消

费者可在用药时将个别难服品种单独分出，利用空

心胶囊口服。 
4.6  加强配方颗粒的药物经济学研究 

药物经济学在欧美一些国家已成为政府决定药

物补偿政策以及药品定价时进行评估和分析的重要

研究工具。对于中药配方颗粒，其市场价格通常高

于中药饮片价格的 2～3 倍[9]，很多消费者仅凭市场

价格的比较就否定了配方颗粒的优势，认为配方颗

粒与饮片相比，性价比不高，却没有考虑到饮片煎

煮耗时费力、服用不便等带来的其他成本（如间接

和隐性成本）。对此，引入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方法，

从决策者（政府、医疗机构、患者等）角度全面归

集疾病治疗的相关成本，对配方颗粒、饮片以及中

成药进行客观科学地评价，有助于改变目前仅从价

格这一单一角度去评价成本高低的偏见，为配方颗

粒的临床应用提供重要参考和有效依据。因此，加

强中药配方颗粒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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