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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文献计量学探讨我国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趋势，以期为药

学监护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并收集我国药学监护领域

相关文献，借助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7、VOSviewer 1.6.20、CiteSpace 6.3.R2 等文献计量

学软件，通过分析该领域的年度发文量、作者及机构合作、关键词分析等展示该领域的研

究现状及趋势。结果  共纳入 4 136 篇文献，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近年来发文量有

所下降。统计表明，我国药学监护领域共涉及 76 位核心作者和 720 家研究机构。我国药学

监护领域的研究主要以个案报道为主，且以西药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类分析得到 11 个有意

义的结果，目前本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人群使用特定药物的用药监护方面。

结论  我国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研究内容比较丰富全面。但药学监护的报道多以

个案为主，缺乏实验性研究，建议相关学者、机构在加强交流合作的同时，也应密切关注中药、

中成药的用药监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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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s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based on bibliometric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Methods  Relevant articles about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were searched and collected in CNKI, WanFang Data, and VIP database. The bibliometric 
software such as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7, VOSviewer 1.6.20, and CiteSpace 6.3.R2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 and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keyword analysis 
in this field which could demonstrat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s. Results  A total of 4 136 
articles were included.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had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with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re were 76 core authors and 720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The research in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case reports, with western medicine as the main research subjects. Eleven significant 
results were obtained by cluster analysis.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 in this field wa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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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d on the monitoring of the use of specific drugs in some special population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China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research content was relatively rich and 
comprehensive. However, the reports on pharmaceutical care were mostly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and lack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pharmaceutical ca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while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Pharmaceutical care; Bibliometrics; CiteSpace; VOSviewer; Vancomycin; Warfarin

药学监护是药师应用药学专业知识向患者及

其家属等对象提供直接且与药物使用相关的用药

指导服务，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经济性

与有效性 [1]。药学监护的概念始于上世纪 90 年

代 [2]，其主要作用是发现并解决潜在的或实际存

在的用药问题，并防止潜在用药问题的发生，以

保证药物治疗的顺利进行。药学监护是医疗机构

提供的专业医疗服务之一，药师在药学监护的指

引下利用药学专业知识可为患者用药提供更全面

的用药指导，以及合理的治疗计划。自药学监护

提出并实施以来，其在国内外取得的临床效益及

对疾病治疗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 [3-4]。目前随着

全球药物治疗形势的变化，药学监护的应用也进

入了新的阶段，因此，众多学者提出了更高效、

更积极、更及时的药学监护新理念 [5]。近年来，

有关药学监护的用药个案研究、疾病治疗的药学

评价、药学监护路径研究等报道层出不穷，但药

学监护领域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较少。作为描述特

定领域主题研究及知识结构的定量研究方法，文

献计量学有助于快速了解领域的研究动态、热点

趋势，并在识别既定或新兴研究方向上发挥指示

作用 [6-7]。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探讨总结药学

监护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揭示本领域的研究热点

演进，以期为我国药学监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

应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采取主

题词加同义词组合及拓展的模式进行检索。文献

检索范围为医药卫生领域，检索策略为主题，检

索词为“药学监护”OR“药师监护”OR“用药监

护”OR“临床药学监护”。由于药学监护的概念

于 1990 年才正式提出 [8]，故本研究的文献检索时

间范围设定为 1990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18 日。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我国药学监护领域内容完整的中

文文献。排除标准：①重复发表文献；②短篇报

道、杂志目录、征稿信息及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等；③主题或内容非医疗机构药学监护相关性文

献，如药学监护课程类等。

1.3  数据规范
下载文献的“Refworks”格式，并统一命名

保 存 为“download_1-9”， 建 立 数 据 源。 由 于

CiteSpace 及 VOSviewer 等 文 献 计 量 学 软 件 在 中

文文献识别方面存在局限，因此本研究首先借助

CiteSpace 6.3.R2（标准版，下同）的 CNKI 转置

功能将已下载的文献转化为后缀为“converted”

的文本文档。同时，利用 Project 文档中后缀为

“.alias”的文档规范统一本研究中出现的同义及

近义关键词，以排除它们对关键词共现、聚类及

突现等分析的干扰。如“药学监护”“药师监护”“用

药监护”统一为“药学监护”；“高血压病”“高

血压”统一为“高血压”。另外，在关键词聚类

分析前，应去除无意义的字母及数字，以排除其

对聚类分析的干扰。

1.4  统计分析
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7 分析我国药学

监护领域 1990—2024 年的各年度发文量及期刊

分布情况，并绘制刊文趋势散点图。数据预分析

发现药学监护领域所涉及的各作者及机构的中心

性均为 0，基于 CiteSpace 的合作共现网络并不能

很好地展示作者及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本研

究借助 VOSviewer 1.6.20 软件展示药学监护领域

的作者及机构合作共现图谱，并依据普莱斯定律

maxMN = 0.749 （其中 Mmax 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
量）确定本领域的核心作者。利用 CiteSpace 6.3.R2

的“Keyword” 及“Burstness” 等 操 作 节 点 进 行

相应分析时，软件的 Time Slicing（时间跨度）设

置为 1990—2024，Years per slice（时间切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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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1，研究阈值（top N per slice）为 25；关键词的

修剪模块为“Minimum spanning tree”+“Pruning 

sliced networks”。根据上述设置条件展示药学监

护领域的相关知识图谱，并整合相关专业知识解

读图谱隐藏的信息。

2  结果

2.1  发文趋势
检索共得到 8 157 篇文献，最终纳入 4 136 篇

符合要求的文献，利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7

统计各年度发文量并绘制发文趋势散点图，见

图 1。结果显示，我国药学监护领域年均发文量约

为 167 篇，且发文量在 2020 年达到顶峰（347 篇）。

1990—2016 年间药学监护领域的发文量经稳步发

展后急剧增加；2017 年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

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2.2  研究内容
从文献属性上看，纳入的文献以研究性

论文为主（共 4 088 篇，98.84%），综述文献

41 篇，另有 7 篇专家建议或指南性文章。研

究性论文的内容主要涉及药品使用监护（个案

报道）、疾病用药监护以及特殊人群用药监护

等，其中药品使用监护的个案报道有 2  297 篇

（56.19%）。从药物属性上看，本领域西药使

用监护的文献报道有 4 058 篇（98.11%），中药

药学监护的文献仅 78 篇（1.89%）。药学监护

领域的研究主要以个案报道为主，且西药是药

物使用的重点监护对象。

2.3  期刊及高被引文献
4 136 篇文献发布在 356 种期刊上，且以医

药导报（241 篇）、中国药房（217 篇）、中国

药师（216 篇）、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193 篇）、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186 篇）等期刊的载

文量较多，见图 2。同时，刊文量前十的杂志共

收载 1 757 篇药学监护领域的相关文章，占比为

42.48%。截止 2024 年 10 月 31 日，本领域被引

图1  刊文趋势可视化

Figure 1. Visualization of publication trends

图2  发文量较多的期刊

Figure 2. Journals with high publication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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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领域高被引文献

Table 1. Highly cited articles in the field

标题 发表年份 发表期刊 被引频次

2021中国静脉血栓栓塞症防治抗凝药物的选用与药学监护指南 2021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88

药学监护是临床药学的重要内容 1996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75

药学监护的发展与策略 1995 中国药房 69

药学监护与临床药学 1996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60

分级药学监护制定与实施的探讨 2015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55

阿奇霉素在儿科临床应用中的不良反应及药学监护 2011 西北药学杂志 54

华法林钠药理作用影响因素与华法林钠用药监护 2011 医药导报 50

长期大剂量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严重不良反应和药学监护 2012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45

药学发展的新阶段──药师监护 1995 中国药学杂志 45

2例阿帕替尼致不良反应的药学监护 2016 中国新药 32

慢性气道疾病患者使用干粉吸入剂的用药调查及药学监护 2008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 31

药学监护工作中的药物咨询和患者用药教育 2007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 31

质子泵抑制剂临床应用的药学监护 2015 中国执业药师 30

临床药师对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患者的药学监护 2013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30

抗高血压药治疗的药学监护 2010 中国药房 30

图3  作者合作共现

Figure 3. Co-occurrence of author collaboration

频次较多的文献信息见表 1，15 篇高被引文献中

有 2 篇药学监护指南类文章、6 篇综述、7 篇用

药监护实例研究，其中药学监护实例涉及的药物

种类及品种有抗凝药物、阿奇霉素、华法林、质

子泵抑制剂、阿帕替尼、糖皮质激素、抗高血压

药等。

2.4  作者机构共现
共 962 位学者参与了药学监护的相关研究，

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为朱曼（34 篇）。根据

普莱斯定律，由 Mmax=34 得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

文量为 4.36 篇，即发文量≥ 5 篇的作者为药学

监护领域的核心作者，共 76 位。核心作者累积

发文量为 690 篇，占比为 16.68%，其合作共现

网络见图 3。本领域共涉及 720 家机构，机构合

作共现网络见图 4。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发文量，

节点连线表示合作关系。作者发文方面，朱曼

（34 篇）、赵庆春（25 篇）、李静（23 篇）、

范国荣（17 篇）、刘丽宏（15 篇）、朱立琴（15 篇）

等学者的发文量较多。机构合作方面，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3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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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机构合作共现

Figure 4. Co-occurrence of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的发文量最多，其次为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

（24 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24 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

（23 篇）、解放军总医院药品保障中心（22 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药事部（21 篇）

等机构。

2.5  关键词共现
经 同 义 词 及 近 义 词 合 并 后， 本 领 域 共 涉

及 951 个 关 键 词， 累 计 出 现 9 672 次。 利 用

CiteSpace 6.3.R2 的“Keyword”节点经裁剪后得

到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5。该图由 951 个节点

和 2 271 条连线组成，图谱密度为 0.005 0。关键

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通过分析出现频次较

高的关键词可大致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内容及重

点。本研究中除药学监护（3 279 次）、临床药

师（1 774 次）、不良反应（219 次）、合理用

药（212 次）、药学服务（116 次）等主题相关

词外，根据其他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可知，药

学监护的重点研究内容包括药物使用监护、疾病

治疗监护及重点人群用药监护等，相关关键词的

频次见表 2。药学监护领域的重点监测药物以华

法林、万古霉素、伏立康唑等为主；重点监护疾

病包括糖尿病、肺部感染、高血压、重症肺炎、

心力衰竭等；重点监护人群主要为儿童、老年患

者、妊娠期妇女等。

2.6  聚类分析
基于 CiteSpace 的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 

rate，LLR）算法是文献计量学中常用的聚类方

法，其结果的判断依据为聚类 modularity(Q) ＞

0.3 且 Silhouette(S) ＞ 0.7[9]。利用 CiteSpace 6.3.R2

软件的 LLR 算法对药学监护领域的关键词进行

K 均值聚类分析，得到 11 个有意义的聚类，见

图 6。本研究聚类结果的 Q=0.586 4，S=0.894 2，

说明聚类结果同质性良好，结构合理，各聚类

结果及其信息见表 3。聚类结果时间线概览见

图 7，该图展示了各聚类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在时

间上的连续性，可见药学监护（#0）、药学服

务（#3）、医院药学（#5）、合理用药（#10）

等聚类在时间上较为连续，是该领域较为稳定

的研究方向。结合各聚类结果的标签词可知，

我国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主题涉及药学服务、

以万古霉素、华法林等为代表的药物使用监护

和重点人群及疾病用药监护等多领域。其中，

药学服务涉及临床药师（#1）、药学服务（#3）、

不良反应（#4）、合理用药（#10）等聚类；药

物使用监护涉及万古霉素（#2）、华法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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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ure 5.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keywords

表2  药学监护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

Table 2. Main research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pharmaceutical care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监护药物 监护领域

 华法林 97  重症肺炎 43

 万古霉素 77  心力衰竭 40

 伏立康唑 55  抗凝治疗 39

 他克莫司 26  颅内感染 36

 美罗培南 21  肾移植 34

 利奈唑胺 20  癌痛 33

 卡培他滨 16  房颤 31

 甲氨蝶呤 15 监护人群

 伊立康唑 15  儿童 80

 甲巯咪唑 15  老年患者 64

监护领域  妊娠期 32

 糖尿病 94  围手术期 22

 肺部感染 88  中毒 13

 高血压 63  新生儿   9

等聚类以及中成药、丙泊酚、伏立康唑、奥沙

利铂、厄洛替尼、抗凝血药、抗血小板药等标

签词；重点人群及疾病用药监护涉及的聚类主

要有感染（#7）、老年患者（#9）等以及危重患者、

儿童、糖尿病、妊娠、肺栓塞、高血压等标签词。

2.7  关键词突现分析
CiteSpace 的“Burstness”功能可展示关键词

的词频变化，同时，关键词词频随时间变化的趋

势可反映本领域的研究热点变化及趋势演进 [10]。

药学监护领域的关键词突现结果见图 8，其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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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聚类结果可视化

Figure 6. Visualization of clustering results

表3  聚类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clustering

聚类ID 节点数 聚类标签 标签词

#0 137 药学监护 用药监护、中成药、必要性、危重患者、临床评价

#1 107 临床药师 丙泊酚、循证药学、唑来膦酸、克罗恩病、药物不良反应预防

#2   81 万古霉素 儿童、伏立康唑、血药浓度、胆管感染、腹腔感染、棘白菌素类

#3   75 药学服务 个体化给药、临床药学监护、培唑帕尼、糖尿病、妊娠、用药错误

#4   74 不良反应 化疗、卡培他滨、奥沙利铂、阿奇霉素、粒细胞缺乏

#5   71 医院药学 临床药学、用药问题、医院药房、病人监护、提高医疗质量

#6   65 华法林 房颤、抗凝治疗、抗凝、肺栓塞、心脏瓣膜置换术、氯吡格雷

#7   51 感染 抗菌药物、肺部感染、合理应用、颅内感染、混合感染

#8   49 用药分析 全程化、高血压、药物重整、奥密克戎、临床药师

#9   42 老年患者 药学、老年人、住院病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铜绿假单胞菌

#10   41 合理用药 肠外营养、住院患者、厄洛替尼、抗凝血药、抗血小板药

键词的突现强度以“Strength”值表示，红色区域

代表关键词的突现时间范围。本研究中医院药学

（19.86，1996—2011）、临床药学（17.89，1995—

2010）、 万 古 霉 素（9.39，2019—2024） 、 伏

立 康 唑（9.37，2019—2024） 、 儿 童（8.9，

2020—2024）、用药分析（7.66，2011—2013）、

药物治疗（6.76，2016—2017）、血药浓度（5.39，

2018—2024）、用药问题（5.13，1997—2007）、

妊娠期（4.79，2021—2024）、抗凝治疗（4.77，

2021—2024）、 新 生 儿 （4.24，2018—2020）、

肝 移 植（3.6，2021—2024）、 用 药 安 全（3.45，

1998—2013）等关键词的突变强度较高。结合本领

域的刊文趋势，在快速发展阶段，药学监护领

域的研究热点为患者的用药问题，突现词主要

有病人监护、用药安全、用药分析、颅内感染、

肺部感染等。近年来，新生儿、儿童、妊娠期、

肝移植、万古霉素、伏立康唑、抗凝治疗等关

键词的突现强度增加，表明目前本领域的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一些特殊人群使用特定药物的

用药监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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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聚类结果时间线

Figure 7. Timeline of clustering results

图8  关键词突现结果

Figure 8. Results of keywords emergence

Keywords     Strength      Begin        End 

用药问题
病人监护
临床药学
医院药学
用药安全
用药分析
颅内感染
肺部感染
药物治疗
新生儿
甲氨蝶呤
高血压
血药浓度
万古霉素
伏立康唑
儿童
妊娠期
抗凝治疗
肝移植
脓毒症

  5.13
  3.17
17.89
19.86
  3.45
  7.66
  3.57
  3.95
  6.76
  4.24
  2.9
  2.92
  5.39
  9.39
  9.37
  8.9
  4.79
  4.77
  3.6
  3.14

1997
1999
1995
1996
1998
2011
2013
2015
2016
2018
2018
2020
2018
2019
2019
2020
2021
2021
2021
2022

2007
2008
2010
2011
2013
2013
2015
2016
2017
2020
2020
2021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2024

199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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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药学监护领域已

发表相关文献 4 136 篇，年均发文量约为 167 篇，

国内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近年来

有关患者治疗的用药监护、药学监护模型研究及

特殊人群用药监护等报道屡见不鲜，如黄燚燚等

在参与利妥昔单抗治疗抗 N- 甲基 -D- 天冬氨酸

受体脑炎患儿过程中结合患儿病情并配合临床，

制定了应用利妥昔单抗的监护要点并做好指导及

随访工作，结果表明，在实施全程个体化药学监

护后，利妥昔单抗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得到了

保障，患儿病情快速好转且随访情况良好 [11]。有

研究证实，基于药学监护的药物治疗管理模式可

使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分别平均降低

7.71 mmHg 和 3.66 mmHg[12]，表明药学监护的药

物治疗管理模式可提高药物抗高血压治疗的有效

性。1990 年至今，我国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经

历了两个阶段，目前年度发文量较前期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因此，探讨和总结本领域的研究现状

及热点变化以指导未来研究尤为必要。作为一种

可定量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科学，文献计量

学目前已在医药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 [13]。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借助

CiteSpace、VOSviewer 等文献计量学常用软件并

从多角度对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热点变化

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本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

一定的参考。

研究发现，共有 356 种期刊刊载了药学监护

领域的相关研究，这些期刊多为药学类期刊。这

与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侧重有关，统计表明药学

监护领域的中药学相关文献占比仅为 1.89%。研

究结果提示在我国大力发展中医药，且中药、中

成药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背景下，虽然实施中

药学监护对临床的积极作用已被证实 [14]，但我国

相应的中药学监护体系尚未建立，相关研究报道

也较少。王晓霞等 [15] 通过探讨治疗肿瘤的中药

应用情况并基于药物特点进一步指出了用药监护

的多种角度，可为中药药学监护的开展提供一定

参考。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药学监护领域的研

究以药物的个案报道为主，其代表药物涉及抗凝

药物、阿奇霉素、华法林、质子泵抑制剂、阿帕

替尼、糖皮质激素、抗高血压药等。糖皮质激素

是机体内极为重要的调节分子，也是临床上广泛

使用且有效的抗炎和免疫抑制剂。研究证实，对

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进行药学监护不仅能

改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也能显著降低不良反应

的发生率 [16]。

关键词共现分析表明，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

词提示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药物使用

监护、疾病治疗监护以及重点人群用药监护等多

方面。其中药物使用重点监护以华法林、万古霉

素、伏立康唑等为主；重点监护疾病包括糖尿病、

肺部感染、高血压、重症肺炎、心力衰竭等；重

点监护人群主要涉及儿童、老年患者、妊娠期等。

药学监护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药物治疗服务模

式 [17]，药师提供药学监护的目的在于实现良好的

治疗效果。在重点人群的疾病治疗过程中实施药

学监护，对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保证药物治疗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促进合理用药至关重要，如

万古霉素的临床使用就极具挑战性 [18]。众所周知

作为糖肽类抗生素的代表，万古霉素的杀菌效果

与其血药浓度呈线性关系，但由于其治疗窗窄、

个体用药差异大等因素，万古霉素不良反应的发

生率较高。研究证实，在万古霉素用药过程中实

施个体化用药监护及血药浓度监测可增加达目标

血药谷浓度的概率，提高疗效，降低不良反应的

同时也改善了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19- 20]。聚类分析

结果提示，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内容包括药学服

务、药物使用监护以及重点人群及疾病的用药监

护等多领域，这与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一致；其

中药学监护、药学服务、医院药学、合理用药等

是该领域较为稳定的研究方向。药学监护的对象

包括药物、患者及处方等多方面 [21-22]，其监护的

内容涉及药品使用监测、重点药品管理、用药监

护评价等多角度。同时，医疗机构的药学部门是

开展药学监护的主体，实施包括药品发放、药品

管理、药品使用评价等在内的全流程药学监护对

保障药品质量、确保患者用药安全等药学服务具

有重要意义。

由本领域的刊文趋势结合关键词突现结果可

知，1990—2016 年的快速发展阶段药学监护领域

的研究主要关注患者用药问题，其突现词涉及用

药问题、病人监护、用药安全、用药分析等。《医

疗机构药学服务规范》指出，用药监护应贯穿于

患者药物治疗的全过程，且负责药师应根据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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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标准对患者实行用药监护分级，以制定个性

化用药治疗方案，确保用药安全 [23]。该规范还明

确了包括重症感染、高血压、急性心梗等重点患

者的监护原则以及用药监护内容等不同方面，可

为药学监护的规范开展及药学服务提供参考。近

年来，药学监护领域的研究已转移至特殊人群的

用药监护上，相关突现词包括新生儿、儿童、妊

娠期、肝移植、万古霉素、伏立康唑、抗凝治疗

等。由于老年人、婴幼儿、妊娠期妇女、危重病

人等重点人群的特殊生理及病理状态可能会在药

物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因此以他们为代表的特

殊人群是药学监护的重点对象。同时，保障这些

特殊人群的用药安全及效果也是药学监护的重要

内容。研究证实，临床药师对老年患者开展药学

监护可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提高老年患

者的用药依从性并最大程度地确保患者用药的安

全、有效且合理 [24-25]。由此可见，药学监护领域

的研究热点已由关注患者用药的宏观层面过渡至

以特殊人群为主的用药监护的微观层面，说明该

领域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且全面。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探讨了我国药学监护

领域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指出了药学领域研究的

核心作者及代表机构，并进一步揭示了药学监护

的研究方向，即特殊人群的用药监护。这些研究

成果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相应参考，但我

国药学监护的报道以个案监护为主，而中药药学

监护罕见报道，也缺乏相关实验性研究。未来在

加强作者及机构合作以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

应着力在中药用药监护及相关实验性研究等方面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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