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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连花清瘟制剂上市后临床再评价文献进行分析。 方法　 整理 ＣＮＫＩ 中关于连花清瘟制剂上市后临床再

评价的相关文献，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软件对作者、 机构、 关键词绘制知识图谱， 并对其有效性、 安全性、 经济性文献进

行分析。 结果　 临床上连花清瘟制剂大多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 除了与其说明书一致的适应症外， 可能的潜在适应疾

病为甲型 Ｈ１Ｎ１、 手足口病、 带状疱疹等； 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和皮肤症状； 缺少相关药物经济学评价文献。
结论　 连花清瘟制剂临床应用广泛， 有效性突出， 但其用法用量、 适应症、 联合用药、 不良反应、 特殊人群用药等信

息仍需大量临床文献作进一步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 连花清瘟制剂； 上市； 临床再评价； 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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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成药上市后再评价的文献研究是通过获取、 分析药

品的相关研究文献， 对药品的有效性、 安全性、 经济性等

进行基于文献证据的综合评估， 是中成药上市后临床再评

价独立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 。 连花清瘟制剂是由银翘

散合麻杏石甘汤化裁而来［２］ ， 目前有片剂、 胶囊、 颗粒 ３
种剂型［３］ 。 近年来， 流行性感冒、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手足

口病、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等病毒性传染病高

发［４］ ， 连花清瘟制剂表里双解， 清瘟解毒， 宣肺泄热， 具

有抗病毒、 抗菌、 抗炎、 解热、 调节免疫等多种功效［５］ ，
多次在抗击病毒性传染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 《流行性感冒诊断与治疗指南

（２０１１ 版） 》 《人感染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０９

版） 》 推荐用药， 也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入 《２０１２ 年乙

型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 推荐用药， 是我国应对传染性公

共卫生事件的代表药物［６⁃８］ 。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连花清瘟

被列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制订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 （试行第四版） 》 ［９］ ， 并在后面的诊疗方案中连

续成为推荐药物。 为了更好的指导临床用药， 发掘潜在优

势病种， 促进中成药可持续化发展， 本研究对连花清瘟制

剂上市后临床评价相关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以期为药物再

评价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对 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版） 中收录的国内公开

发表的中文期刊进行主题检索， 检索词 “连花清瘟” 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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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清瘟”， 纳入临床有效性、 安全性、 经济性相关文

献， 排除综述、 新闻报道、 动物实验等文献， 检索完成时

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纳入文献进行

统计处理， 包括发表年份、 作者、 研究方法、 有效率、 适

应症、 不良反应等，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

分析， 对作者、 机构和关键词等信息进行共现分析、 聚类

分析。
２　 结果

通过检索， 共得到 ４２１ 篇相关文献， 根据纳入、 排除

标准， 人工筛选剔除 １５２ 篇， 最终获得 ２６９ 篇。 其中， 临

床有效性文献 ２５８ 篇， 安全性文献 １０ 篇， 经济性文献

１ 篇。
２ １　 文献计量分析

２ １ １　 发文量　 早期关于连花清瘟制剂临床应用和探究的

文献较少， 在 ２０１０ 年发文量显著增长， 达到了 ２１ 篇， 其

中 １４ 篇为治疗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发文量

有所波动起伏， 维持在 １２ 篇以上；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发文

量连续增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已达到 ２８ 篇。 结合 ２００９ 年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爆发、 近几年流行性感冒高发、 ＣＯＶＩＤ⁃１９
爆发可知， 关于连花清瘟制剂的研究和发文量与上述事件

均存在一定相关性， 虽然其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 但总体

文献量仍有限。 具体见图 １。

图 １　 连花清瘟制剂发文量趋势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１ ２　 作者和发文机构　 ２６９ 篇论文纳入共现图谱的作者

共 ３２７ 名， 涉及 ２６３ 家机构， 分布广泛，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
软件绘制作者、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结果见图 ２ ～ ３。 由此

可知， 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陈小东

（３ 篇）、 河北师范大学季振慧 （３ 篇）、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

华润武钢总医院王文菊 （３ 篇）； 图 ２ 中圆形节点代表研究

学者， 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 节点间的连线表示作者间

的相互合作， 连线粗细代表合作强度， 可知在探究连花清

瘟制剂上市后再评价领域中的作者 （如李宝法、 张长青、
付敏、 白伟等） 形成团队， 但发文量有限， 各研究团队之

间缺乏联系和合作， 核心作者团队尚未形成； 广西河池市

人民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华润武钢总医院、 河南省开

封市传染病医院发文量最多， 均为 ３ 篇， 与该中成药研发

生产机构关系密切的河北医科大学附属河北以岭医院、 河

北以岭医药研究院等机构发文共 ４ 篇， 武汉市第九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华润武钢总医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

仁医院之间存在合作， 并且发文内容都与 ＣＯＶＩＤ⁃１９ 有关；
机构中介中心值均为 ０， 机构之间合作较少， 多为单独

研究。

图 ２　 连花清瘟制剂作者共现图谱

图 ３　 连花清瘟制剂发文机构

２ １ ３　 关键词　 高频次、 高中心性关键词所表现出的研究

主题是该领域研究热点［１０］ ， 统计纳入文献的全部关键词，
合并语义相同的词语， 如 “连花清瘟” “莲花清瘟” 合并

为连花清瘟， “疗效” “临床效果” “临床疗效” “治疗结

果” “治疗效果” 合并为 “疗效”， “儿童” “小儿” 合并

为 “儿童”， 出现频次排名前 ４０ 的高频关键词见表 １， 共

现网络见图 ４。 由此可知， 在疾病关键词中频次最高的为

“流行性感冒”， 其次为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手足口病”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表明连花清瘟

制剂临床应用广泛， 涉及多种呼吸道疾病和传染性疾病；
“儿童” 频次也在前 １０， 表明连花清瘟制剂应用人群广泛，
其中儿童用药较常见。

图 ４　 连花清瘟制剂关键词共现网络

在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基础进行聚类分析， 共形成 ３１ 个

聚类， 其中排名前 １３ 者见图 ５， 突现词见图 ６， 可知早期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对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的研究较为热门，
对手足口病、 带状疱疹等疾病的探究主要集中在中期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后期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支原体肺

炎属于高被引关键词， 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研究热点爆发暂未

得到显示。 以发表年份为 Ｘ 轴， 聚类编号为 Ｙ 轴， 可形成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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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连花清瘟制剂频次分布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 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 次 中心性

１ 连花清瘟胶囊 １５１ ０ ４８ ２１ 发烧 ６ ０ ０７
２ 连花清瘟颗粒 ６２ ０ ２４ ２２ 呼吸道感染 ６ ０ ０４
３ 疗效 ５８ ０ ４７ ２３ 治疗组 ６ ０ ０７
４ 流行性感冒 ３３ ０ １３ ２４ 急性 ６ ０ ０８
５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１７ ０ １５ ２５ 磷酸奥司他韦 ６ ０ ０１
６ 手足口病 １４ ０ １４ ２６ 流感 ６ ０ １３
７ 上呼吸道感染 １３ ０ １４ ２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６ ０ １３
８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１３ ０ １７ ２８ 中药疗法 ５ ０ ０５
９ 连花清瘟 １３ ０ ３６ ２９ 带状疱疹 ５ ０ ０１
１０ 儿童 １３ ０ ３３ ３０ 不良反应 ５ ０ ０８
１１ 临床观察 １２ ０ ０８ ３１ 胶囊 ５ ０ １４
１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１１ ０ ０４ ３２ 临床研究 ５ ０ ３６
１３ 安全性 １０ ０ ３４ ３３ 中医药疗法 ５ ０ ０５
１４ 社区获得性肺炎 １０ ０ ２２ ３４ 阿奇霉素 ５ ０ ０２
１５ 肺炎 ８ ０ １５ ３５ 肿瘤坏死因子⁃α ４ ０ １３
１６ 病毒性感冒 ８ ０ １１ ３６ 肺炎支原体肺炎 ４ ０ １２
１７ 治疗 ８ ０ ３１ ３７ 扁桃体炎 ３ ０ ０３
１８ 利巴韦林 ７ ０ ２０ ３８ 中西医结合疗法 ３ ０ １０
１９ Ｃ 反应蛋白 ７ ０ ２０ ３９ 感冒 ３ ０
２０ 奥司他韦 ７ ０ ０６ ４０ 甲型流感 ３ ０ ０１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连花清瘟制剂研究热点时间线视图

（图 ７）， 可知在疾病治疗部分出现多种西药， 体现了中西

医结合的趋势； “发烧” “热毒袭肺” 等关键词提示连花清

瘟制剂在治疗高热症状时有较好的疗效。

图 ５　 连花清瘟制剂关键词聚类图谱

２ ２　 有效性分析　 对 ２５８ 篇有效性文献进行分析， 按照疾

病名称进行整理归纳， 见图 ８。 由此可知， 连花清瘟制剂

临床主要治疗呼吸道疾病， 有 ２１９ 篇文献， 占比 ８５％ ， 其

中单独用药 ９３ 篇， 涉及 ６ ５９９ 例患者， 而联合用药 １６５ 篇，
涉及 １０ ８３７ 例患者； 治疗手足口病有 １７ 篇文献， 占比

７％ ， 其中单独用药 ２ 篇， 涉及 ９８ 例患者， 而联合用药 １５
篇， 涉及 １ ０２７ 例患者； 治疗带状疱疹有 ５ 篇文献， 占比

２％ ， 均为联合用药， 涉及 １７７ 例患者。
２ ２ １　 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是连花清瘟制剂说明书注

明的临床适应症。 本研究发现， 有 ４５ 篇是观察连花清瘟制

剂治疗流行性感冒临床疗效的文献， 其中 ３１ 篇为单独用

药， 涉及 ２ ６０４ 例患者， 而 １４ 篇为联合用药， 涉及 ７７９ 例

患者， 联用药物大多为磷酸奥司他韦或者抗生素； 疗程以

５～７ ｄ 较常见； 剂量大多为儿童每次 ２ 粒， 成人每次 ４ 粒，

图 ６　 连花清瘟制剂突现词

每天 ３ 次。
化莉等［１１］观察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５１ 例） 对比单用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５１ 例） 治疗流行性

感冒的临床疗效， 发现前者总有效率为 ９６ １％ ， 高于后者

的 ８４ ３％ （Ｐ＜０ ０５）， 并且退热时间、 咽喉肿痛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周身酸痛消失时间明显缩短， 表明该制剂

不仅可有效改善患者发热、 咳嗽、 咽喉肿痛、 周身酸痛等

症状及体征， 还能有效降低 ＣＲＰ 水平， 调节 ＩＬ⁃６、 ＣＤ４＋ ／
ＣＤ８＋等免疫因子、 细胞损伤标志物水平， 促进免疫功能状

态恢复。
２ ２ ２　 甲型 Ｈ１Ｎ１　 连花清瘟制剂治疗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的

临床文献共 ３２ 篇， 其中在 ２０１０ 年最多， 达到 １１ 篇； 单独

用药有 １３ 篇， 涉及 ４３３ 例患者， 而联合用药有 １９ 篇，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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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连花清瘟制剂研究热点时间线图

图 ８　 连花清瘟制剂临床有效性文献分布

及 ８２８ 例患者， 联用药物主要有磷酸奥司他韦、 金荞麦片、
热毒宁注射液等； 疗程以 ３ ～ ７ ｄ 较常见； 剂量大多为儿童

每次 ２ 粒， 成人每次 ４ 粒， 每天 ３ 次。
刘更新等［１２］采用随机对照方法观察连花清瘟颗粒 （６４

例） 与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６０ 例） 治疗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的

临床疗效， 发现前者在缩短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上与后者相

当， 并且对咳嗽、 咽痛、 乏力、 全身酸痛流感样症状的改

善程度更优。
２ ２ ３　 手足口病　 有 １７ 篇文献观察连花清瘟制剂治疗手

足口病的临床疗效， 其中单独用药有 ２ 篇， 涉及 ９８ 例患

者， 而联合用药有 １５ 篇， 涉及 １ ０２７ 例患者， 联用药物主

要有单磷酸阿糖腺苷、 利巴韦林、 康复新液、 更昔洛韦等；
疗程以 ５～７ ｄ 较常见； 剂量大多为 １～３ 岁每次 ２ ｇ， 每天 ３
次； ３～７ 岁每次 ２ ～ ４ ｇ， 每天 ３ 次； ７ ～ １２ 岁每次 ４ ～ ６ ｇ，
每天 ３ 次。

盛雄等［１３］将对照组采用更昔洛韦注射液加水溶性维生

素，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连花清瘟颗粒， 发现 ２ 个

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８ ４％ ， 高于对照组的 ８０ ３％
（Ｐ＜０ ０５）； 连花清瘟颗粒可快速缓解发热、 皮疹、 口腔溃

疡等主要的病症， 明显缩短病程。
２ ２ ４　 ＣＯＶＩＤ⁃１９　 连花清瘟治疗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临床文献共

１０ 篇， 其中回顾性研究较多， 随机对照试验相对较少； 论

文单位有 ６ 家在武汉； 疗程以 ７ ～ １０ ｄ 常见； 均为联合用

药， 涉及 ４２３ 例患者， 联用药物大多为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阿比多尔、 常规治疗 （营养支持、 对症治疗、 抗病毒及抗

菌药物等）。
吕睿冰等［１４］收集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疑似患者 １０１ 例， 其中治

疗组 （６３ 例） 给予常规治疗联合连花清瘟颗粒， 对照组

（３８ 例） 仅给予常规治疗， 发现治疗组发热、 咳嗽、 乏力

症状消失率 （分别为 ８６ ７％ 、 ５５ ６％ 、 ８２ ５％ ） 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 （分别为 ６７ ７％ 、 ３０ ６％ 、 ５８ ６％ ） （Ｐ＜０ ０５）；
连花清瘟颗粒可明显改善发热、 咳嗽、 乏力、 气促等症状，
降低转重症比例。
２ ２ ５　 其他　 连花清瘟制剂在治疗带状疱疹［１５］ 、 小儿支

原体肺炎［１６］ 、 小儿疱疹性咽峡炎［１７］ 、 扁桃体炎［１８］ 、 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１９］ 等疾病时， 同样具有显著疗效，
并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 对病毒感染性疾病， 如甲型

Ｈ１Ｎ１， 手足口病， 带状疱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等都有一定防治

作用。
２ ３　 安全性分析　 连花清瘟制剂安全性分析文献有 ９１ 篇，
其中 ９ 篇专门报道其临床不良反应； ８２ 篇提及不良反应，
其中 １４ 篇未具体说明症状或未明确例数。
２ ３ １　 用药情况 　 单用连花清瘟制剂不良反应的文献有

４２ 篇， 而联合用药有 ４９ 篇， 其中奥司他韦制剂 ６ 篇， 清开

灵制剂 ４ 篇，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３ 篇， 左氧氟沙星制剂 ３
篇， 金荞麦片 ２ 篇， 利巴韦林制剂 ２ 篇， 注射用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 抗病毒口服液、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 注射用哌拉西林舒巴坦钠、 藿朴

夏苓汤、 莫西沙星片、 藿香正气滴丸、 泛福舒胶囊各 １ 篇，
常规治疗或对症治疗等联合多种药物 ２０ 篇。
２ ３ ２　 不良反应分类及临床表现　 连花清瘟制剂不良反应

大多发生在首次服药后， 单用、 联合用药临床表现大致相

同， 主要表现均为胃肠道不适、 恶心、 呕吐、 腹泻、 皮疹

等， 见表 ２～３， 改为饭后服用或给予对症处理后消失或好

转。 另外， 文献 ［２０］ 报道 １ 例过敏体质患者单用藿香正

气水 ／胶囊或连花清瘟胶囊时未出现不良反应， 但两药联用

后出现胸闷、 恶心、 意识丧失、 面色青紫、 牙关紧闭、 呼

吸微弱等严重不良反应， 值得关注。
２ ４　 经济性分析　 药物经济学评价可对药物质量、 疗效等

与其成本作出综合判断， 从而促进药物合理选择和使用，
使患者以最小的经济负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 同时有助于

高效、 经济地利用医疗保健与卫生服务资源， 更加合理配

置有限的医疗资源［２１］ ， 但目前尚无专门针对连花清瘟制剂

药物经济学的评价文献， 仅有联合应用治疗流行性感冒成

本⁃效果分析的报道。 旷湘楠［２２］ 比较了 ４ 种方案 （利巴韦

林联用 １ 组板蓝根颗粒、 ２ 组连花清瘟胶囊、 ３ 组小柴胡颗

粒、 ４ 组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治疗流行性感冒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并采用药物经济学进行成本⁃效果分析， 发现四者

成本分别为 ４８ ３１、 ５２ ６５、 ６７ ８３、 ７１ ７８ 元 ／人， 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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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单用连花清瘟制剂不良反应分类及临床表现

分类 主要临床表现（例数 ／ 例） 总数 ／ 例 占比 ／ ％
胃肠道症状 胃肠道不适（４６），腹泻（５２），恶心、呕吐（３９），腹痛（１８），腹胀（８） １６３ ７５ ８１
皮肤症状 皮疹（７），荨麻疹（１） ８ ３ ７２
其他 嗜睡（１０），咳嗽（８），继发扁桃体炎、鼻窦炎（８），头晕（６），头痛（５），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症状加

重并继发肺部感染（３），血管刺激征手背痛（２），过敏反应合并肝损伤（１），呼吸困难（１）
４４ ２０ ４７

合计 — ２１５ １００ ００

表 ３　 联用连花清瘟制剂不良反应分类及临床表现

分类 主要临床表现（例数 ／ 例） 总数 ／ 例 占比 ／ ％
胃肠道症状 恶心、呕吐（４６），胃肠道不适（４１），腹泻（２５），消化道反应（１２），腹部不适（１０），腹痛（４），食

欲不振（２）
１４０ ７０ ３５

皮肤症状 皮疹（２１），瘙痒（３） ２４ １２ ０６
其他 白细胞下降（８），头晕（６），口干（４），呼吸道异物感（４），头痛（４），困倦（２），眼部刺激感（２），

血红蛋白下降（１），意识丧失（１），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１），神经系统症状（２）
３５ １７ ５９

合计 — １９９ １００ ００

分别为 ４５ ４５％ 、 ４９ １２％ 、 ６０ ６６％ 、 ４５ ００％ ； 成本 ／效果

比值 （Ｃ ／ Ｅ） 用于评价治疗方案的经济性， 其数值越小，
治疗效果越佳， 经济性越好， 结果显示 １ 组板蓝根颗粒

（１ ０６２ ９３）、 ２ 组连花清瘟胶囊 （１ ０７１ ８６） Ｃ ／ Ｅ 非常相

近， 但后者治疗效果更优， 最终推荐利巴韦林联合连花清

瘟胶囊作为为治疗流行性感冒的最佳方案。 但鉴于相关参

考文献的不足， 还需更专业的药物经济学来评价连花清瘟

制剂的经济性。
３　 讨论

连花清瘟制剂上市后临床再评价文献的发文量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显著增长，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呈起伏状态， ２０２０ 年

又明显增长， 与 ２００９ 年甲型 Ｈ１Ｎ１、 近几年流行性感冒高

发、 ＣＯＶＩＤ⁃１９ 存在一定相关性， 即与呼吸道传染病发生密

切相关； 对连花清瘟制剂进行研究的机构非常广泛， 但机

构之间合作关系不密切， 发文最多的作者也仅有 ３ 篇， 核

心作者团队尚未形成； 相关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疾病、 联

合用药、 有效性、 不良反应等方面， 可为之后的文献分析

提供参考。
连花清瘟制剂对流行性感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甲

型 Ｈ１Ｎ１、 手足口病、 带状疱疹等疾病均有疗效， 近年来爆

发的多起病毒性传染病均可列入中医 “疫病” 范畴。 全方

以麻杏石甘汤合银翘散为基础， 配伍大黄、 红景天、 藿香，
以 “清瘟解毒， 宣肺泄热” 为治法， 体现了中医药防治疫

病的用药经验， 既往实验发现它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２３］ 及

抗炎、 抗菌、 调节免疫的功效， 并能改善退热、 咳嗽、 咳

痰等症状， 可发挥中医药多靶点、 多环节、 多途径的整体

治疗优势［２４］ 。 另外， “流行性感冒” 是连花清瘟制剂说明

书中的适应症， 但其他疾病是否能作为其新的适应症而补

充进药品说明书尚不明确， 还需要大量临床数据支撑。
连花清瘟制剂存在发生不良反应的可能， 主要表现为

胃肠道不适、 恶心呕吐、 腹泻、 皮疹等。 全方以清热解毒

的寒凉药物为主， 苦寒易损伤脾胃， 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胃

肠道不良反应， 尤其是空腹服用， 对胃肠道刺激更明显，
可能引起胃痛、 呕吐、 腹泻等症状［２５］ ， 建议临床医师提醒

患者饭后服用以减少胃肠道不适症状， 而脾胃虚寒患者则

应慎用。 患者如果为过敏体质或者有过敏史， 对药物某种

成分可能处于高敏状态， 更加容易发生不良反应［２０］ ， 建议

过敏体质患者谨慎用药。 前期报道， 连花清瘟制剂致肝损

伤的成分有麻黄、 大黄、 薄荷脑、 板蓝根， 可能与药物引

发的免疫制剂、 药物自身及其代谢物的肝毒性有关［２６］ 。
连花清瘟制剂与西药联合使用很普遍， 后者主要有奥

司他韦制剂、 利巴韦林制剂等， 展示了中西药联合用药治

疗的优势［２７⁃２８］ ， 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配伍禁忌， 对尚未明

确者需慎之又慎。 因此， 建议加大对连花清瘟制剂的安全

性检测和临床观察， 加强临床医师对中西医药物联合使用

的培训， 进一步完善药品说明书， 明确其不良反应， 保障

患者安全用药。
临床医师使用连花清瘟制剂时， 会根据患者年龄进行

剂量调整， 如治疗手足口病时 １～ ３ 岁每次 ２ ｇ， 每天 ３ 次；
３ ～７ 岁每次 ２～４ ｇ， 每天 ３ 次； ７～１２ 岁每次 ４～６ ｇ， 每天 ３
次。 另外， 连花清瘟制剂说明书中的用法用量没有根据人

群进行分类， 其中颗粒剂为每袋 ６ ｇ， 故建议药企开展相关

研究， 调整产品剂量， 以方便患者使用。
本研究仅纳入 ＣＮＫＩ 的期刊文献， 具有一定局限性，

目前也未见其他国家对连花清瘟制剂的研究。 因此， 建议

中成药上市后应积极主动开展临床再评价工作， 重视临床

疗效、 不良反应等信息的积累， 通过循证医学研究总结分

析， 不断丰富、 修订和完善说明书， 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

医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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