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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 日剂量分析在抗感染药物利用评价中的应用

邹振新 陈幼亭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 夕 巧

摘要 本文应用约定 日剂量 分析方法
,

对本院近 年抗感染药物 注射剂 利用情况进行评价
。

结果表明
,

大类药物中氨基糖贰类和青霉素类药物的 占抗感染药物的
,

大环内醋类和林可霉素

类
,

头抱菌素及其他类药物占抗感染药物的
,

氯霉素
,

喳诺酮类等占抗感染药物的
。

关键词 约定 日剂量 杭感染药物 药物利用评价

分析
、

评价抗感染药物在临床的利用情 指药物为达到主要治疗 目的用于成人的平均

况
,

是合理应用抗感染药物的一个很重要的 日剂量
。

建议用 作为测定药物利

环节
。

本文应用约定 日剂量分析方法
,

对我 用的单位
。

院最近 年抗感染药物 注射剂 利用情况进 参照有关文献  及临床常规用量设定

行评价
,

为科学管理和合理应用抗感染药物 的标准
。

提供了依据
。

二 数据处理方法

一
、

资料及数据来源 约定 日剂量数 的计算
。

按年度

选取我院 年 一
年 间应用 的抗 将各抗感染注射剂 的出库数量分别累加

,

再

感染药物 注射剂 共 种
,

按照药品出库记 除以 各药 的 得 当年各药 的 数

录
,

分别登记药物名称
、

规格
、

零售单位
、

出库
。

数量等项 目
,

作为原始数据
。

年消耗金额的计算
。

分别将各抗感染用

二
、

数据分析 注射剂的出库数量乘以出库单价 零售价
,

一 约定 日剂量的定义及标准 并按年分别累加
,

即得药品年消耗金额
。

约定 日剂量  树 二
, ,

是 数据处理结果见表
、

表

表 各类杭感染药物的 及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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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数字为该类抗感染药物 氏 占当年抗感染药物总 压 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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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号内数字为该类抗感染药物消耗金额占当年抗感染药物总消耗金额的百分比

。

三
、

讨论 由约定日剂量分析可知 (表 l)
,

我 院氨基糖

药物金额管理分析中通常将药物按照占 贰类药物利用 占全部抗感染药每 年 DD D
, 的

总金额百分比的多寡分为 A
、

B

、

c 三类[3]
。

39

.

06
%

一
47

.

92 %
,

5 年平均 为 43
.
74 %

。

尽

类似 AB
C 分析

,

从约定 日剂量角度也可见少 管该类药物(丁胺卡那针剂
、

庆大霉素针剂
、

数类型药物在临床利用较高
,

相当于 A 类药 链霉素针剂等)5 年平均金额消耗只 占总金

物 ;较多类型的药物在临床利用一般
,

相当于 额的 ro
.
37 % (表 2)

,

但约定 日剂量统计表明

B 类药物;还有一些药物临床利用较低
,

相当 氨基糖贰类药物在医院的利用是排列在最前

于 C 类药物
。

由我院 5年约定 日剂量分析可 的
,

因此严密关注此类药物 的不 良反应[’]
,

开

知 (表 1)
,

8 大类药物中氨基糖贰类和青霉素 展血药浓度监测
,

实施个体化给药
,

保证安全

类药物的 DD
,
占总抗感染药 D DD

, 的 65 % 左 用药显得尤为重要
。

右(A 类)
,

大环内醋及林可霉素类
、

头抱菌素 对于某一种药品来说
,

使用量与消耗金

类及其他类药物 的 DD D
,
占总 抗感染 D

DD
。

额基本成正 比
,

故金额分析可以用来反应某

的 30 % 左右(B 类)
,

氯霉素
、

喳诺酮类
、

不典 一药品的变化情况
。

但对于不 同品种的药物

型 日内酞胺类药物的 DD Ds 占总抗感染药 来说
,

由于药品单价不同
、

应 用 日剂量不同
,

DD

D
,
的不足 5% (C 类)

。

很明显
,

与药物金 难于进行横向比较
,

以约定 日剂量作为统计

额分析 妞C分类相比
,

约定 日剂量妞C分析 药物利用的单位
,

使得不同药物利用情况的

更直观地反映了临床药物利用的情况
。

横向比较变得容易进行
。

例如
,

1 9
% 年青霉

约定日剂量是指药物为达到主要治疗 目 素针剂消耗 21
.
86 万元

,

金额统计排列第 25

的用于成人的平均日剂量
,

依此为单位来评 位
,

菌必治针剂消耗 n s
.
m 万元

,

金额统计

价药物的利用情况直观性较强
,

因此
,

W H O 排列第 4 位
,

其金额消耗将近是青霉素的 5

建议用 DD
D 作为测 定药物利用的单位[z]

。

倍
。

如果单纯从金额管理角度 出发
,

可能只



重视菌必治针剂的进
、

销
、

存管理
。

但是进行

约定 日剂量分析后发现
,

1
99

6 年青霉素针剂

消耗 24518 个 D DD
,

约定 日剂量统计排列第 3

位
,

而菌必治消耗 5盯6 个 DD
D

,

约定 日剂量

统计排列第 12 位
,

明显提示青霉素针剂在临

床应用中仍 占重要地位
,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

大
”

品种
,

宜加强系统管理
。

药物管理是一项 系统工程
,

受到的影响

较多
,

为比较全面的考察药物的利用情况
,

同

时使用金额统计和 约定 日剂量统计 比较适

宜
。

例如
,

1 9 9 2 年氨基糖贰类药物金额消耗

占抗感染药总金额 的 26
.
卯 %

,

1
99

3 年 下降

为 n
.
89% (表 2)

,

但该类药物 的 199 2 年

DD D 数 占抗感染药总 DD D 数 的 47
.
92 %

,

1
99

3 年为 44
.
59 % (表 1)

,

下 降的比例很小
,

说明该类药物在临床应用实际波动不大
。

通

过金额分析可知
,

1 9
93 年 由于头抱菌素消耗

金额(670
.
价 万元 )较 1992 年 (35 1

.
03 万元 )

增幅很大
,

致使氨基糖贰类药物金额消耗相

应大幅度下降
。

约定 日剂量考虑的仅是成人及主要适应

症
,

在特殊病人及特殊病种方面就显出一定

的局限性
。

例如
,

儿童用药
、

血液病或严重感

染等用药等
,

药物的用法
、

用量与常见情况用

药有一定差异
,

会给约定 日剂量的统计带人

一定的误差
,

在实际统计分析工作中应予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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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在我院临床应用现状及值得重视的问题

孙同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药剂科 南京 21 (X X) 2)

抗菌药物是临床医疗中应用最广泛的药

物之一
。

尤其是抗生素类药物则占有更重要

的地位
。

现结合我院临床应 用现状加以评

述
,

并提出几点建议
,

供同仁参考
。

一
、

抗菌药物仍是临床上最重要的治疗

药物

抗菌药物在我院应用很广
,

从医院常用

抗菌药物使用数量
、

用药剂型及费用等现状

考察
,

充分反映出 医疗应用 中的一些值得重

视的问题
。

在我 院 17 个科室 中
,

抽查 199 6

年 7 月
一
9 月份住院处方 2(X X) 张

,

应 用抗菌

药物处方约占临床用药处方的 41 %
。

外科

病房使用注射剂型远高于 口服剂型
,

而且使

用进 口抗生素的现象
,

尤其是第三代头抱类

使用量较大
。

1
99

6 年我院病区药房全年药

品销售额为 2940 万元
,

其中抗菌药物金额即

达 750 万元
,

占销售总额的 37 %
。

而注射用

头抱他吮
、

头抱三嗦
、

舒普深
、

噬吗灵 4 种抗

菌药销售额占抗菌药物销售额的 30 % 以上
。

由此可见
,

目前这类具有
“

洋
、

新
、

贵
”

特点的

抗生素耗费金额占其它抗菌药物之首
。

1 9
%

年我院临床主要应用的抗菌药物
,

其使用频

率和金额排序详见表 l
。

二
、

抗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应用情况分析

我院临床应用抗菌药物品种多
,

用量大
。

从金额和数量上都有直线上升的趋势
。

从近

两三年的用药观察
,

头抱类抗生素占所有抗

菌药物用量之首
,

购药金额比重较大
,

其中第

三代头抱类抗生素又占抗菌药物之首
,

仅头

抱他吮一个品种 199 3 年年用量 12田 支
,

1
9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