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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决定立项并联合中科科技创新

中心（抚州）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制定《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

设指南》团体标准。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

布了《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为响应需求，需要制定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标准，对中药房

及其服务质量进行管理，满足质量提升需要。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2019 年 5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局《关于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提出探索县域内药品耗材的统

一管理和采购配送等。同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发布的《关于

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明确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县级中医医院建立中药饮片供应中心

和共享中药房，统一中药饮片采购、调配、炮制、煎煮和配送服务。

由于国家层面并未出台共享中药房建设的实施方案，有条件的县域医

共体试点区县在推进共享中药房建设过程中，借鉴了“智慧中药房”

的建设思路，因此，共享中药房又称“智慧共享中药房”。随着全国

多地深入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十四五”规划《纲要》名词解释之 85 对“共享经济”作出解释：

共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通过推动资产

权属、组织形态、就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的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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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群众生活的新业态新模式。共享中药房也属于共享经济的一种形

态，即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中医药资源的共享利用，便民利民。纵

观当前已落地的智慧共享中药房，绝大多数可以实现以下多个方面的

“共享”。 

智慧共享中药房是以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中药房为供给主

体，利用物联网、互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中药饮片、汤剂等配送

到家，为区域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有需求医疗机构提供

同质、便捷、安全的中药药事服务的联合体。 

其“智慧”体现在： 

——信息化：依托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对处方代煎配送信息进

行采集、存储、处理和传输，实现中药代煎信息的互通共享，提高中

药药事服务的质量。中药房的信息化覆盖电子处方传输、煎药管理、

仓储管理等多方面。其中，电子处方传输可以实现基层中医处方实时

高效传输到智慧共享中药房，而煎药管理和仓储管理，则可以分别实

现代煎流程追溯和中药饮片流通信息追溯； 

——大数据：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和处理中药房代煎数据，

帮助药房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如在药师审方环节，通过大数据分

析代煎处方信息，自动提醒配伍禁忌、超剂量用药等不合理用药情况；

在浸泡环节，通过分析代煎处方饮片信息，自动根据公式计算加水量；

通过对中药房处方总量和单张处方处理时间等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可

能出现的超时处方，提前进行预警。 

——智能设备：智慧共享中药房的智能设备包括自动调剂设备、

自动加水设备、传输带、自动煎药机等，这些设备可以对接中药房的

煎药管理系统，由煎药管理系统进行控制，一方面可以保障代煎流程

的标准化操作，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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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享”体现在： 

——共享药采仓储：实行统一的平台采购、资金支付和仓储养护，

更好地降低采购成本，缩短进销存周期，保障质量； 

——共享专业药师：通过共享中药房将所有基层医疗机构的代煎

处方统一汇集，由专业药师进行审方，从源头保障患者合理用药； 

——共享质量管理：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中药代煎服务，中药汤

剂质量稳定、统一、有保障； 

——共享代煎配送； 

——共享患者服务：包括代煎查询、物流查询、用药指导、用药

评价等方面。 

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的建设能打通医疗资源壁垒，优化中医药资

源配置，实现中医药服务智能化，进一步满足城乡居民中医药服务需

求。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目前，无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相关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团体标准将结合中科科技创新中心

（抚州）有限公司的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经验，对市域智慧共享

中药房的建设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进行了深入的

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实际应用

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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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要求，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向。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们基本国情，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市

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稿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

架、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方面

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明确和规范

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的技术要求。起草组形成了《市域智慧

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中科科技创新中心（抚

州）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

制工作。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4 年 3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

见稿的编写工作。 

2、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936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 

GB/T 30219  中药煎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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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1458  医院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T 31773  中药方剂编码规则及编码 

GB/T 31774  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 

GB/T 31775  中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编码与表示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JB/T 20116  中药汤剂包装机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8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的术语解释。 

4、总体要求 

对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的资质、管理制度、规模、加工能力、审

核制度、设备、智慧管理系统做出规定。 

5、组织机构 

对机构及其岗位、职责、质量管理部门、信息管理部门的建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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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规定。 

6、人员 

对人员资质、人员配备培训考核鞥做出规定。 

7、场地和设备 

对场地和设备的总体要求做出规定，场地分为仓储区、更衣区、

调剂区、浸泡区、煎煮区和包装区，设备除加工设备外，还应配制安

防设备。 

8、智慧管理系统 

给出了智慧管理系统的功能、硬件设施、应用安全和网络完全要

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保障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产品的健康发展，提高产品质

量。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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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市域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指南》起草组  

2024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