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药物利用与研究
·

我院 � ��� 年抗菌药物的应用分析

徐 帆
,

庞云丽
,

陈 燕
,

胡剑超�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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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杭菌药物在临床的合理应用

。

方法
� � 以我院 ��� � 年 � 月 一 �� 月杭菌药物的发放记录作

为原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 用本院自行开发设计的《计算机预警系统软件》提取相关病例 ��� 例
,

进行药

物不 良反应分析
。

结果
�
青霉素类使用频率最高

,

用量最大 �啥诺酮 类
、

克林霉素
、

氛基糖类较为常用 ��� 例

抗菌药引起的不良反应
,

以青霉素类 出现的例数最多
,

其次为喳诺酮类和头袍菌素类
。

结论
�通过药物安全

性检测及对 � � � 相关费用的测算分析
,

有助于减少� �  
,

并降低治疗费用
,

提高本院杭菌药物应 用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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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在临床用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

是医院用药中消耗量最大
、

应用范围最广
,

而且相对

较贵重的一大类药物
。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及过多使

用不仅造成药品的浪费
,

还可增加不 良反应的发生

和细菌抗药性的产生
。

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抗菌药物

的治疗作用
,

降低毒副作用
,

减少细菌抗药性的产

生
,

提高我院合理用药水平
,

本文就本院 200 1 年使

用抗菌药物的情况进行调查
、

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资料

:

1
.
1
.
1 以

“

军字一号
”

系统 200 1 年 1 月
一
12 月抗

菌药物的发放记录作为原始资料
。

1

.

1

.

2 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200 1 年 1 月
一

12

月的总病例 17 191 例中
,

提取相关病例 340 例进行

药物不 良反应分析
。

1

.

2 调查方法与评定标准

1
.
2
.
1 将 200 1年抗菌药物的发放记录作为原始资

料
,

采用 W H O 推荐的
“

限定 日剂计量(D DD )
”

及临

床确定该药的 D D D 〔
’〕值

,

作为药物用量的测定单

位
,

计算每一药物的总 DD D 数(DD D
s,

D D D
s =

总剂

量/DD D )
,

并通 过 M ic ro soft E xc el 对药品名称
、

剂

量
、

规格
、

出库数量
、

消耗金额等进行统计分析
。

1

.

2

.

2 利用本院自行开发设计的《计算机预警系

统软件》[
‘〕

,

根据药物不 良反应中皮肤损害以抗组

胺类药物治疗的原理汇’」及本院在治疗中的用药情

况
,

设定氯苯那敏
、

赛庚陡为报警药物〔2」
,

提取 200 1

年内曾服用过这两种药品的住院病人的相关病例

340 例
,

通过 Mi
cro so ft Exc el 将大量的数据按科别

、

病种
、

药物使用情况等分类
,

从中筛选出因使用抗菌

药导致皮肤过敏反应的有 48 例
,

采用卫生部 A 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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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中心的药品 A D R 因果关系判断标准进行判断

分析(见表 1)
,

并根据 A D R 反应严重程度及需要采

取的措施分为 I
、

n

、

111

、

W 度(见表 2 )
。

3 2 9

表 3 各类抗菌药物 DD D
s
数及药品消耗金额

所占百

分比(% )

表 1 药物不 良反应因果判断标准

DDDs数

34 755

17 373

16 187

14 86 1

28 72

14
.
36

13 38

12
.
2 8

11.04

10
.
25

8
.
19

1
.
64

0
.
14

1oo

药费(元)

1 169 560

663 704
.
82

142 920
.
8

792 572
.
98

19 1902
.
9

792 080

137 666 9

1 103
.
33

34
,

6 4

4 8 9 1 5 4 6

所占百

分比(% )

23
.
9 10

34
.
0 12

2
.
922

16
.
203

3
.
923

16
.
193

2 8]4

0
.
023

0
.
(〕()1

1oo

月�n曰J
.
�为1门364090981700

, ,,�Q
J

1111
,�

分级标准 A B C D E

肯定
十 + 一 + +

很可能
+ + 一 +

?

可能
+ + 士 士

?

可疑 十 一 土 士
?

不可能
- 一 +

分级 因素不全

注: + 表示肯定
,
一
表示否定

,
士
表示难以判断

,

? 表示情况不明

A :开始用药时间与 AD R
s出现时间有否合理的先后关系

;

B :是否符合已知的 A D R
s
类型

;

C :有无其它解释
,

如并用药
,

病人临床状态或其它疗效的影响
;

D :减量或停药症状是否减轻或消失
;

E :再激发试验
,

如果再激发试验结果阳性
,

即投以某种药物时
,

能再

度激发与先前曾发生过的不良反应相同的事件
,

则强烈提示该不 良

反应由再激发所投用的药物所致
。

表2 药物不 良反应程度分级标准

程度 严重程度 采取措施

I 致命/有生命威胁或延续 1 月以上 立即停药/紧急处理

11 患者不能忍受 被迫停药/特殊处理

111 患者难忍受 被迫停药或减量

IV 患者可忍受 不需停药或减量

2 结果

2
.
1 各类和前 巧 位抗菌药物的消耗金额统计

从 200 1 年 l 月
一
2 0 01 年 12 月

,

我院住院病人

抗菌药物总支出 4 891 546 元
。

主要类别的抗菌药

物使用量及费用列于表 3
。

单个药物按消耗金额排

序(前 巧 位 )
,

其药品使用量也一并列出(见表 4 )
。

药物类别

青霉素类

哇诺酮类

大环内脂类

克林霉素

抗真菌类

氨基糖贰类

头抱类

磺胺类

四环素类

合计

表 4 20 01 年前 巧 位抗菌药物用量与支出

药物名称 药费(元)
所占百

分比(% )
D D D s数

所占百

分 t匕(% )

l

左氧氟沙星 1 6 13 828 32
.
99 12 356 10

.
2 1

克林霉素 792 573 16
.
20 14 86 1 12

.
28

硫酸依替米星 747 204
.
9 15

.
28 10 823 8

.
94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555 25 1 11
.
35 6 366 5

.
26

氨氯西林钠 486 678
.
7 9

.
95 8 82 1 7

.
29

甲硝噢 96 199 88 1
.
97 9 4 87 7

.
84

罗红霉素 95 89 1 26 1
.
96 12 868 10

,

6 3

替硝哇 95 72 1
,

04

1

.

9 6 3 8 7 7 3

.

2 0

头抱拉定 92 480 84 ] 89 1 317 1
.
09

阿莫西林 82 334 1
.
68 5 04 8 4

.
17

环丙沙星 49 877
.
28 1

.
02 1 0 17 0

.
84

青霉素 G 45 296 0
.
93 23 34 1

.
4 19

.
29

头抱哇琳钠 45 186
.
02 0

.
92 8 5 87 7

.
10

硫酸西索米星(得希) 44 875
.
12 0

.
92 1 5 16 1

.
25

2
.
2 杭菌药物药源性不 良反应情况

2
.
2
.
1 本次调查统计中

,

使用抗菌药导致皮肤过敏

反应的有 48 例
,

引起 A DR
s 的抗菌药 9 大类

,

25 种

(见表 5 )
。

表 5 致敏药物种类及分布

药物种类

青霉素类

致敏例数(48 ) 百分t匕(% ) 药物(商品名)及例数

哇诺酮类

轻氨节西林钠(安必仙)3 例
,

经氨节西林钠(阿莫西林 )2 例
,

青霉素5 例
,

氨节

西林钠 2 例
,

氨氯西林钠 (爱罗苏)1 例
,

美洛西林钠 2 例
,

氨苇西林钠/舒巴坦

钠 1 例

氧氟沙星 l例
,

左氧氟沙星(莱美兴 )6 例
,

环丙沙星 2 例
,

诺氟沙星(路新安 )l例

头抱类 头抱唾肪钠(海复讯 )3 例
,

头抱曲松钠/舒巴坦钠(可赛舒)l 例
,

头抱呱酮 (科

瑞康)2 例
,

头抱拉定(先锋六号) l 例
,

头抱曲松钠/头抱三嗓 (注射用新菌必

治) l例

克林霉素

磺胺类

大环内脂类

四环素类

氨基糖贰类

氯霉素

33 3

20
.
8

16
.
7

12
,

5

8

.

3

2

.

1

2

,

l

2

.

1

2

.

1

克林霉素6 例

磺胺 l 例
,

复方新诺明 2 例
,

泻痢停 1 例

罗红霉素 l例

四环素 1例

丁胺卡那霉素l 例

氯霉素 l 例



的患者年龄见表 6
。

2

.

2

.

3 药物不 良反应因果关系分级评定(见表 7 )
。

2

.

2

.

4 药物不 良反应程度分级评定(见表 8 )
。

表6 病例年龄构成和治愈情况

病例年龄段 病例数(48) 构成比(% ) 治疗结果

18 岁以下 1 2
.
1 治愈

18 岁
一
5 9 岁 36 75 33 例治愈

,

2 例好转

60 岁以上 11 22
.
9 8 例治愈

,

3 例好转

表 7 药物不 良反应 因果关系分级评定

分级标准 病例数(48) 构成比(% )

肯定 24 50

很可能 14 29
.
2

可能 7 14
.
6

可疑 3 6
.
25

不可能 0 0

表 8 药物不良反应程度分级评定

程度 病例数 (48) 构成比(% )

1 0 0

11 34 70
.
8

111 13 27
.
1

W 1 2
.
1

3 讨论

本次调查采用了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消费统计

数据
,

具有各科住院患者抗菌药物的总体观察
。

表 3

显示
,

价格便宜
、

疗效确切的青霉素类
,

使用频率最高

(28
.
72% )

,

用量最大
,

价格昂贵的药物如新一代头抱

类(8
.
19 % )药品

,

使用频率逐年下降
,

这有利于降低

病人的医疗费用;喳诺酮类
、

克林霉素
、

氨基糖贰类较

为常用且用量相当
,

合计用量占使用抗菌药的 36
.

89 %
,

但其合计药费占所有药品总费用的 66
.
41 %

。

进一步进行单一品种调查
,

发现左氧氟沙星
、

克林霉

素
、

硫酸依替米星
、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的用药费用占

所有药品总费用的 75
.
82 %

,

但其 D DD
s
仅占总 D DDs

的 36
.
7% (表 4 )

,

表明这几种药品价位较高
,

过多应

用将加重患者负担和医院购药金额的支出
。

抗真菌

类药物使用频率(DD D
s
)达到 11

.
以%

,

这是由于抗真

菌类药物用于抗厌氧菌感染
,

特别是甲硝哇
、

替硝哇

适宜手术后伤 口感染及其细菌的混合感染
,

常与哇诺

酮类
、

头抱类等抗菌药物配伍治疗混合感染
,

从而使

此类药物在预防感染中广泛使用
。

表5 显示
,

48 例抗菌药引起的不 良反应
,

以青霉

素类出现的例数最多
,

占总例数的33
.
3%

,

其次为哇

诺酮类 (ro 例)和头抱类 (8 例 )
,

与各类抗菌药物

D DD s数(表 3) 结合可以看出
,

由于青霉素类药物的

使用频率(D DDs )最大
,

相比之下其产生不 良反应的

比例很小
,

证明青霉素类确实是疗效确切
,

安全性高

The Journ alof P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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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一类抗菌药物 ;左氧氟沙星 (莱美兴 )
、

克林霉素引

起的不 良反应各为 6 例分别占不 良反 应总数的

12
.
5%

,

比例较高
,

说明其药物使用安全性存在一定

问题
。

头抱类药物所产生的不 良反应明显多于大环

内脂类和氨基糖昔类
,

进一步调查发现头抱类药物所

产生的 8例不良反应中有 7 例都是由第三代头饱类

药物所致(头抱唆肪钠 3 例
,

头抱曲松钠/舒巴坦钠 1

例
,

头抱呱酮2 例
,

头抱曲松钠/头抱三嗦 1例 )
,

说明

新一代头抱菌素的安全性同样存在问题
。

某些医生对抗菌药物的抗菌谱
、

药动学不熟悉
,

对致病菌估计不准确
,

参照药敏用药较差
,

对有药物

过敏史或过敏性疾病史者用药不够谨慎
。

患者本身

对青霉素过敏
,

医生在使用抗菌药物时却用 了容易

产生交叉过敏反应的抗菌药头抱呱酮 (科瑞康)而

导致患者出现过敏反应
。

患者自身医药知识不够
,

导致过敏反应
。

患者

本身为磺胺过敏体质
,

却由于不知道泻痢停的主要

成分属磺胺类
,

服用后导致过敏
。

目前我院应用抗菌药物治疗细菌感染多凭
“

经

验
”

用药
,

实际疗效如何考虑不够
。

抗菌药物使用

前作病源学检查和药敏试验
,

在等级医院的评审规

定中要求大于 50 %
。

但本次调查 48 例病例中做过

药敏试验的患者仅有 1 例为 2
.
1%

。

合理应用抗菌

药物
,

首先要根据感染部位和感染性质来判断给药

方案是否合理
,

仅凭经验应用抗菌药物是不够科学

的
。

患者刚人院或发生医院感染
,

在细菌培养未出

现结果之前
,

可根据临床经验来选用抗菌药物
,

当经

验用药 72 h 后
,

治疗无效时
,

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多

已有了结果
,

就应根据其结果
,

结合临床情况修订给

药方案
,

以便得到预期的疗效
。

4 结语

我院抗菌药物使用基本合理
,

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
,

从调查中看出由抗菌药物引起的药源性皮疹的

发生率比较高
,

应引起足够重视
,

加强这些方面的研

究
。

医生首先要提高合理用药的水平
,

加深对药源

性疾病的认识 ;药师应参与到用药过程中
,

对患者进

行药学监护
。

同时大力普及医药知识
,

就正确和安

全使用药物提供咨询
,

引导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

确

保用药安全
,

防止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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