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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造血系统有不良影响
,

其用药的安 全性和副作用

已引起医学界的重视和关注
,

目前世 界 �
一 ‘

一些发达

国家已经对安乃近作出了停止或限制使用的规定
,

这也制约了安乃近在临床的进一步应用

�
�

� 在医院 � � � 数排序分析的研究 中
,

一般确 定

某药 � � � 值时
,

其重点是要突出
“

主要治疗 目的
”

、

“

成人
” 、 “

平均
”

等几个方面
”� 、 因此调查资料

一

般

不涉及儿科等难 以确定 � � � 值的用药
厂

为较 个面

地反映近三年来 ���� �
�
的使用情 况

,

本次调杳的

��� � �
包含 了儿科用药和外 用制剂

,

儿科用 药的

� � � 值按 � 岁患儿的 日用量计
‘
� ,

外用制 �� 以药品

说明书用量为依据
,

以此为指标进行测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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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了解我院抗微生物药物的应 用情况叉趋势

,

为临床 医护人 员及产
、

供
、

用 单位有关人 员提供参

考 方法
� 以限定 日剂量 �� � � �

、

用药人次 �� �� �
、

�
、

�肖耗金额 �元 �
、

每 日药费�元 �为统计指标
,

对我 院 �� ��

一
�� �� 年抗微生物药物的应用情况进行初步统计

、

分析 结果 �
�� � 年 �� �� 、

排序前 �� 位的品种有 �� 个

进入 �� �� 年的前 �� 位
,

�� �� 年 消耗金额排序前 �� 位 的品种有 �� 个进入 �� �� 年的前 �� 位 � 与 �� �� 年比

较
� � �� � 年抗微生物药物的品种增加了 �� 种

、

消耗金额增加 了 � � � �
、

人均 日药费增加了 ��
�

�� �
,

口服制剂

所 占的 � � �
�

和消耗金额比率略有下 降
,

而注射制 剂的情况正好相反
�

结论 �
我院杭微生物药物应 用 广泛

,

使用基本合理
、〕

关键词 抗微生物 药物 �药物利用 � 限定 日剂量 � 消耗金额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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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生物药物是医院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
。

为了解我院抗微生物药物的应用情况
,

笔者将我院

2003 一 2 0以 年此类药物应用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分

析
,

为临床合理用药及加强医院抗微生物药物的管

理以及产供用单位有关人员提供参考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资料来源 资料取 自我院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数据库
。

1

.

2 D D D
s 的 确 定 由于每种药物应用的剂量 不

同
,

为 了统一比较
,

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

日剂量 (
‘l
e
fi
n e ol d

a il y d
o s e ,

D D D
) 值

,

个别品种参照

《新编药物学》(第 15 版)及药品说明书确定
。

用药

人次(D D D
s
)
二
某药品总消耗量(g)/该药品的 DD D

值 ;日均药费
二
该药品消耗金额/D D D

S〕川

2 结果

我院 20 03 和 2004 年抗微生物药物的总消耗金

额分别为 246
.
21 万元和 10 38

.
19 万元

,

占当年总消

耗金额的 29
.
69 % 和 24

.
33 %

。

日均抗微生物药费

增加 了 19
.
84 %

,

见表 l 。

2 0 0 3
一
2 0 0 4 年抗微生物

药物 D D Ds 及消耗金额排序前 20 位的品种见表 2 ;

各类抗微生物药物的 D DD
S及消耗金额占抗微生物

药物总 D D D
s 及消耗金额的百分比和排序见表 3; 口

服制剂及注射制剂应用情况见表 4
。

表 1 抗微生物药品消耗概况

2004 20(J 3

总 D D I)
s

总消耗金额(元 )

日均药费(j 动

料2 928

10 38 1 876 (24
.
33% )

*

23
.
44

】2 5 8 6 8

2 4 62 12 7 ( 29
.
69 % )

‘

1 9

.

5 6

主
: *
占当年所有药品消耗总额的比重

。

表 2 2003 一
2 0 0 4 年 D D D

、
排序前20 位的品种

朴 一
一~

丽 一塑兰 i丽
一 藻赢薪

2003年
药名 I)I)D S 金额 (儿)

l 阿莫西林(O R ) 65 0]5 168 258 阿莫西林 (()R ) 20 240 4 8 550

2 头抱拉定(O R ) 43 ]4] 193 776 头抱拉定 (O R ) 17 941 102 075

3 左氧氟沙星(O R ) 39 077 393 966 克林霉素 (O R ) 7 953 86 849

4 头抱峡辛醋(O R ) 30 4 05 285 683 头饱哇林钠 (xJ) 7 804 103 407

5 头抱哩林钠 (IJ) 21 980 290 118 甲硝哩 (O R ) 6 006 3 4 83

6 甲硝啤(o R ) 18 0一2 10 4 9 一 左氧氟沙星(O R ) 5 563 79 319

7 阿奇霉素(O R ) 15 660 236 12 1 克拉霉素 (O R ) 5 2 17 182 396

8 克林霉素(O R ) 14 4 51 107 742 环丙沙星(IJ) 4 8 19 204 258

9 诺氟沙星(O R ) 13 150 14 998 诺氟沙星 (()R ) 4 778 5 733

l() 罗红霉素(O R ) 12 902 54 549 柳氮磺毗陡(O R ) 3 897 2 1 9 11

11 头饱克洛(O R ) 12 90 1 229 143 青霉素钠 (IJ) 3 691 19 636

12 柳氮磺毗陡(O R ) 12 093 67 352 阿莫 西林
一 克拉维酸钾(IJ) 3 68a 26 494

13 左氧氟沙星(月) 1 1 5 4 0 9 9 6 2 50 环丙沙星 (()It) 3 408 7 133

24 泛昔洛韦(O R ) 一 3 0 6 4 7 5 4 一 头他拉定 (U ) 3 一8 8 3 2 5 8 8

巧 环丙沙星(()R ) 9 694 16 777 阿奇霉素(O R ) 3 042 60 97 1

16 青霉素钠(IJ ) 9 387 49 274 甲硝哇(xJ) 2 385 35 294

17 环丙沙星(IJ ) 8 173 234 858 复方新诺明((〕R ) 2 0 60 8 9 4

18 甲硝噢(IJ) 8 098 104 434 头饱氨节(O R ) ] 9 84 8 067

19 克林霉素(一J ) 7 4 5 7 9 3 5 9 5 8 吗琳呱(O R ) 一5 87 2 0

2 0 头抱拉定(lJ ) 6 595 63 409 异烟脐(()R ) 一5 4 1 18 -

合计 371 037 4 93一5 9 8 1 10 7 8 5 1 0 2 9 2 59

注:O R 一 口 服制剂
;U 一 注射剂

表 3 2004 年和 200 3 年各类抗微生物药物使用频度统计

2003 年

耙一�瀚�
类别

200 4 年

D D D s 占总 D D D
”

比例(% )
消耗金额

(元)

占总金额比例 I)D D s 占总 DD D
、

比例(% )
消耗金额 占总
(元 )

匕例

头抱菌素类

氟哇诺酮类

青霉索类

{37 255

81 497

79 492

30
.
99

18
.
50

17
.
95

4 349 859
1 700 220

757 389

( % )

42
.
96

16
.
79

7
.
48

34 761
18 693

29 366

27
.
60

14
.
84

23
.
3 1

1 0 18 369

3 11 503

264 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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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年 2()03 年

类别 I)D DS

%)一133048593
1705688929

占
』

总I)D D
、

比例(% )
消耗金额

(兀 )

, l ! 总余额比例 I)1)I)s

(铸
占总 I)D l)

s

比例 (% )
消耗金额

(元)

占总金额比例

大环内酉旨类
石肖基咪哇类

林可霉素类

磺胺类
抗病毒类

氨基糖背类

抗结核药类

抗真菌药类

其他类

酸胺醇类

吠喃类

合计

37 734

28 129

22 593

18 244
15 786
10 658

5 362

3 138

1 52 1

884

385

44 2 928

8
.
52

6
.
35

5
.
10

4
.
12

3
.
56

2
.
4 1

1
.
2 1

0
.
7 1

0
.
34

0
.
15

0
.
09

100 ‘汤

月4 4 4 】8

三
.
9 2 9 9 5

1 0 4 7 8 4 9

7 0 6 4 8

刁
.
8 8 6 9 3

习
.
18 4 14

1 8 3 7

16 3 9 6 5

2 8 9 9 ()7

196

106

10 12 6 4 9 6

9 26 0

8 9 9 3

9 3 10

5 95 6

2 6 2 0

2 73 7

2 84 0

】()2 1

3 1 1

()

9 9

】2 5 9 6 7

7
.
3 5

7
.
14

7
.
3 9

4
.
7 3

2
.
0 8

2
.
17

2
.
2 5

()
.
8 1

0
.
2 5

0

0
.
0 8

】(洲)%

25 4 2 8 7

12 3 9 9 3

2 4 2 4 5 2

2 2 80 5

4 3()3

6 6 10 2

1 20 8

4 6 50 2

10 5 6 7 1

0

2 0

2 4 6 2 12 7

10

气9040021

川一3989

4,、

1 ( )

.

3 5

0

.

7 ( )

4

.

8 3

4

.

1 3

0 ( ) 2

1

.

6 2

2

.

8 6

( )

.

( )0 2

0

.

( )0 1

1 0 0 份

0

0
.
0 0 1

10 0 %

表 4 抗微生物药物口服与注射制剂使用情况 比较

剂塑
2003 年

一

一一一
4一0一0一2一

一

一
一品种数 D D D *(铸 ) 金额(铸 ) 品种数 D D D*(% ) 金额( % )

2634334l11 服制剂

注射剂

73
.
86

26
.
14

24 87

75
.
13

74
.
7 1

25
.
2勺

2 9
.
6 7

7 0
.
3 3

表 5 药品调价对抗微生物药物 (同一规格
、

厂家)使用的影响

药名 单位
2004 q 2003 年

到
r

2.12
1)l)!)s 消耗金额 单价

3
.
50

3
.
0

3 50

1
.
40

0
.
75

7 00

4
.
00

D D I)卜 消耗金额

左氧氟沙星片

头抱吠 辛酉旨片

头抱哗林钠针

克林霉素胶囊

环 丙沙 星片

环丙沙星针

失抱拉定针

2
.
23

2
.
2()

0
.
8二不

0
.
4二不

5
.
6 8

2
.
4()

39 0 7 7 ( l()
.
5 3弓奋)

30 40 5 (8 19 叹 )

2 1 9 8()( 5 9 2 叹
〕

)

1 4 4 5 1 ( 3

.

8 9 书
1
)

9 6 94 ( 2
.
6 1 % )

8 17 3 ( 2
.
2()赞 )

6 5 9 5 ( 1
.
7 8 % )

3 9 3 9 6 6 (4
.
5 2 书 )

2 8 5 6 8 3 ( 3
.
2 8铸 )

2 9 0 1 18 ( 3
.
3 3体 )

10 7 7 4 2 ( 1
.
2 4 % )

16 7 7 7 ( ()
.
19 % )

2 3 4 8 5 8 (2
.
6 9优 )

6 3 4 0 9 (0
.
7 3 % )

5 56 3 ( 5
.
0 2 % )

18 ( 0 0 0 0 2 % )

7 804 ( 7
.
()4 % )

7 9 5 3 ( 7
.
18 % )

3 4 0 8 ( 3
.
()8 % )

4 8 19 (4
.
3 5 % )

3 18 8 ( 2
.
8 8 % )

79 3 19 (3
.
7 1 % )

2 16 (0
.
0 00 1 % )

103 40 7 ( 4
.
84 % )

86 8 49 ( 4
.
0 7 % )

7 13 3 ( 0
.
3 3 % )

2 04 2 58 ( 9
.
56 % )

32 5 8 8 ( ]
.
5 3 % )

片片支粒片支支

注
:
括 号内数据位所 占的 百分比

表6 药品调价对抗微生物药物 (不同规格
、

厂家)使用的影响

药名 单位 - , 二万丁

—斗七衫r

2 0 0 4 年 2003 年

I)l)1-) 5
l
准价 D D D s

头抱呱酮钠针(19
,

苏州 东瑞 )

头抱呱酮钠针 (2只
,

苏州东瑞 )

头抱呱酮钠针( 19
,

大连辉瑞 )

头抱曲松钠针 ( 19
,

L 海先锋 )

头饱曲松钠针(19 上海 罗氏)

头抱曲松钠针 (0
.
5 9

,

上海先锋 )

头抱他定钊( 19
,

珠海丽 康)

头抱他定针( 19
,

苏州葛兰 )

头抱他定针( 19
,

广州南新)

头抱他定针(29
,

海南轻骑 )

克林霉素针(0
.
99

,

山东鲁抗 )

克林霉素针(0
.
39

,

河 南天方 )

克林霉素针(0
.
6盆,

山东鲁抗 )

22
.
4()

32
.
30

6 1
.
4()

11
.
4()

124
.
0()

1()
.
75

50
.
0()

104
.
()()

49
.
5()

92
.
5()

65
.
()()

19
.
10

4 1 8()

136
.
8 (5 1

.
85叮卜)

123
.
5 ( 46

.
8 2件 )

3
.
5 ( 1 33 % )

3 8 9 3
.
5 ( 7 7

.
0 2 袋 )

日 6 1
.
5 ( 2 2

.
9 8件 )

()( 0 ()0 悦 )

2 9 9 6
.
8 ( 8 5

.
5 7 供 )

19 6 ( 5 6 5 弘 )

162 3 (4
.
6 8 书 )

14 2 ( 4 1()份 )

4 5 9 1 (6 1 57 书
1
)

2 7 11
.
7 ( 3 6

.
3 6 研 )

{54
.
3 ( 2

.
0 7 仪 )

3 9
.
9 0

3 2
.
3 0

7 6
.
8 0

4 2
.
0 0

139
.
0 0

2 1
.
5 0

5 4
.
9 0

132
.
0 0

8 0
.
0 0

9 2
.
5 0

6 5
.
0 0

2 8
.
0 0

6 5
.
0 0

3 6
.
3 (9 0

.
63 % )

0 (0
.
0 0 % )

3
.
7 5 ( 9

.
3 7 % )

3 5 8 (5 6
.
9 2 % )

2 2 1
.
5 (3 5

.
25 1 % )

4 9
.
5 ( 7

.
8 7 % )

0 (()
.
0 0 % )

5 2
.
7 5 ( 14

.
6 1 % )

3 0 8
.
3 ( 8 5

.
39 % )

0 (0
.
0 0 % )

0 (0
.
0 0 % )

7 9 9
.
7 ( 8 4

.
6 8 % )

14 4
.
7 ( 15

.
32 % )

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支

注
:
括 号内的数据位所占同名药的百分比

3 分析与讨论

3
.
1 品种

、

D D

Ds 及消耗金额 变化情况 ;200 3 年我

院共有 60 个抗微生物药物
,

2 0 0 4 年在此基础 仁增

加 了 一4 个
,

抗微生物药物的总 D D D
sZOO4 年比 200 3

年增加 了2
.
52 倍

,

消耗金额增加 了4
.
” 倍

,

原因是

我院 2004 年 门诊及住院病人大幅增加
:
20 03 年我

院门诊 量每日约 400
一
5 00 人次

,

而 2004 年我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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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量每日约 900
一 1 0 0 0 人次

,

2 0
03 年我院住院病人

每日约 150
一 2 0 0 人次

,

2 0 0 4 年我院住 院病人侮 日

约 35 0 一 4 0 0 人次
。

虽然病人 显著增加
,

但是我 院

2004 年抗微生物药物的消耗金额 占西药总金额的

百分比却下降了 5
.
36 个百分点

,

这说明我院医生使

用抗生素的处方习惯和用药水平较为稳定
。

3

.

2 排序前 20 位药物使 用情况 排序前 20 位的

抗微生物药物的 DD D
、

和消耗金额
,

占当年我院该

类药物总 DD D
s和消耗金额的比率

,

2 0
03 年分别为

87
.
95% 和 86

.
74 %

,

2 0 0 4 年 分 另I」为 83
.
77% 和

86
.
09 %

,

这说明前 20 位的抗微生物药应重点管理
,

在临床用药管 理和药品供应 上应给予 充分重视
。

2 0 0 3 年消耗金额排序前 20 位中有 16 个与 2004 年

相同
,

D D D
s

排序有 14 个与 2004 年相同
,

这一方面

说明我院医生的用药情况基本稳定
,

另一方面可能

与近年大力宣传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有关
,

通过对合

理使用抗生素的大力宣传使得医生能更好的了解抗

生素
,

并能尽量避免超剂量超疗程使用抗生素
,

规范

了抗生素的使用
。

排序表中也有异常现象值得 注

意
,

如泛昔洛韦
。

在 2003 年 D l)D
、

排名前 20 位的

抗微生物药物中尚未见到泛昔洛韦
,

但在 2004 年已

赫然列在第 14 位
,

消耗金额排序中列第 6 位 (见表

2 )
。。

该药的治疗范 围狭窄
,

仅适用于带状疤疹及生

殖器疤疹
,

通常情况下相对用药频度不会很高 但

DD D s排序急剧上升
,

究其原因一方面应该 与我 院

性病病人急剧增加有关
,

另 一方面可能存在医生不

合理用药
,

但尚待进一步监测 }
2 〔

3

.

3 各类杭微生物药物使用情况 由表 3 可见
,

头

泡菌素类
、

氟喳诺酮 类和青霉素类二 大类 药物 的

DD D s在 2。。4 年和 2003 年分别占抗微生物药物总

D D D 、 的 67
.
44% 和 65

.
75 %

,

说明这二类药物 为临

床抗微生物药物的主要用药
。

其中头袍菌素类和氟

啼诺酮类的 D D D
S 呈上升趋势

,

主要是这两类药物

的品种众多
,

用药量大
,

抗菌谱广
,

耐青霉素酶
,

新品

种不断上市
,

故发展很快
,

潜力很大 而青霉素类呈

卜降趋势
,

这可能因为青霉素类药物虽然高效低毒
,

价格低廉
,

但由于其较高过敏反应率
、

耐药以及需要

注射等原因使它在临床的用药频度有所下降
。

3

.

4 口 服制剂与注射制 剂使 用情况 20 03 年 60

个品种中
,

口 服品种 占 26 个
,

D D D
S

占74
.
71 %

,

金

额占29
.
67% ;而注射品种 34 个

,

所 占比例分别为

25
.
29% 和 70

.
33%

。

2 0 0 4 年74 个品种中口服品种

占33 个
,

D D D
S

占 73
.
86%

,

金额 占 24
.
87% ;而 41

个注 射品 种 的 D DD s 和 金额分别 占 26
.
14 % 和

75
.
13 % (见表 4 )

。

由此可以看出
,

口服剂型应用频

度大
,

所占消耗金额比重小
,

价格低廉
,

患者使用方

便
,

易接受
,

故选择倾向大;注射剂型用药频度小
,

价

格高
,

所 占金额 比重大
,

选择倾向小 一般轻度感

染
,

首先要选择口 服剂型抗微生物药物;中
、

重度感

染患者应首选作用快的注射剂抗微生物药物
,

当感

染控制后再用口服药继续控制感染
,

既提高疗效
,

又

可减低患者经济负担
‘

3

{

。

3

.

5 药品调价对杭微生物 药物使 用的影响 由表

5 可以看出
,

7 种 只有一种规格厂家的抗生素降价

后
,

左氧氟沙星片和头泡吠辛醋片占抗微生物药物

总 D D D S 的比例相反增加
,

其余 5 种均下降
。

提示

药品降价对无同名药替代的品种影响尚不明确
、

由

表6 可以看出
,

在存在同名药替代品的情况下
,

降价

后 一 般药品占该药总 D D D
S 的比例有所下降

,

而未

降价的品种 占该药总 D D Ds 的比例增加
,

如头抱呱

酮钠针(29
,

苏州东瑞)
、

头袍他定针 (2 9
,

海南轻骑 )

和克林霉素针 (0
.
99

,

山东鲁抗)
。

说明药品的降价

对存在同名药替代品的药品的消耗有一定的影响
。

当然同样存在例外
,

如头抱曲松钠钊
一

(

1 9

,

L 海先

锋 )药品单价下降了 72
.
86 %

,

使用频度反而 上升
)

药品调价后药品的使用频度理论上不应有明显变

化
,

但从排序表中还是可以看出商业 因素应对药品

调价(政策 )使药品消耗产牛了某些影响
。

当然药

品的使用并不单纯的与药品价格有关
,

而可能与医

生的用药习惯
,

临床的促销手段有关
,

此外还可能与

药品本身的药效不良反应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

至于

药品调价后 日均抗微生物药费上涨 19
.
84 %

,

尚有

待于从就诊人群
、

疾病种类等多方面寻找原因
。

综 上所述
,

2 0
03

一
2 0 04 年

,

我院应用抗微生物

药物的主流产品为口服药品
,

以头饱菌素类
、

氟哇诺

酮类
、

青霉素类的用药频度最高
。

由于医院积极地

落实国家药品价格
、

医疗保险制度等有关政策
,

采取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

在病人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抗微

生物药物使用仍能保持基本稳定
,

切实维护了广大

患者的利益
〕

同时
,

我们也应看到我院个别品种的

用药频度和消耗金额存在一些难 以解释的异常现

象
,

提示 可能存在不合理用药
,

医院应对此加强管

理
,

规范医生合理用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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