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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综合性医院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情况。方法:通过计算各种抗微生物药的 DDD数

来对比各种药物的消耗。结果: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药为我院 1997~ 1999年最常用的抗微生物

药。结论: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才能有效控制细菌耐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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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生物药物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

一。由于我院是一个具有 500余张床位的综合

性三级甲等医院,在某些情况下抗微生物药在

总药费支出中的比率高达 26%。随着新品种

的不断增加,医师用药的选择性越来越大,但不

合理用药所产生的药源性疾病以及过多使用抗

微生物药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的现象不容忽视。

为此,本文对我院 1997~ 1999年所用的抗微生

物药进行了调查分析, 以 1997 年排名前 20 位

抗微生物药为基础, 进行追踪调查,旨在了解和

掌握抗微生物药在大型综合性医院的使用情况

及 3年来的变化情况, 为合理用药控制药费增

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997~ 1999年本院西药库药品出库单。

1 2 方法

1 2 1 限用日定剂量( DDD)的确定 通过对

文献中的推荐剂量
[ 1~ 3]

及临床应用的实际情

况,综合分析确定 20余种药物的DDD值。

1 2 2 根据 Ghodes的方法计算: DDDs= 某药

总用药量/该药的 DDD值。

表 1 20种抗微生物药的 DDDs及金额排序

药 名

1997 1998 1999

DDDs
DDDs

排序

金额

(万元)

金额

排序
DDDs

DDDs

排序

金额

(万元)

金额

排序
DDDs

DDDs

排序

金额

(万元)

金额

排序

阿莫仙胶囊 219760 1 128 56 5 176020 2 101 21 4 160720 1 99 79 5

头孢氨苄 179600 2 27 10 12 62250 8 17 43 19 136320 3 37 53 14

利菌沙 164250 3 66 25 8 183300 1 84 38 6 141300 2 62 77 6

诺氟沙星 131700 4 10 39 22 123833 4 9 77 22 98966 7 5 7 60 28

阿莫仙干糖浆 87920 5 24 44 13 118924 5 33 06 13 96520 6 29 37 15

头孢拉定 76120 6 58 31 9 136800 3 82 87 7 100400 4 53 72 10

甲硝唑 68720 7 1 86 30 70864 6 1 93 34 61840 7 1 78 39

氧氟沙星 57330 8 33 77 11 68850 7 40 55 12 51210 9 28 62 16

庆大霉素( i) 43566 7 9 4 89 24 37900 11 4 25 30 34766 7 12 3 90 35

丁胺卡那( i) 42225 10 18 38 16 57150 9 22 33 16 60250 8 23 11 21

林可霉素( i) 41433 11 12 44 20 48766 7 10 14 06 21 46000 10 12 24 26

青霉素钠( i) 30250 12 16 94 18 34825 12 19 50 18 40875 11 18 64 24

交沙霉素 28000 13 22 03 14 28000 15 22 03 17 26152 14 20 79 23

头孢拉定( i) 26012 5 14 187 29 1 32875 14 226 44 2 22179 17 162 00 2

三氮唑核苷( i) 21000 15 2 02 28 26800 16 2 59 32 25715 15 2 48 37

SMZco 18840 16 1 37 32 23880 18 1 03 36 14940 20 0 66 43

甲硝唑( i) 17800 17 14 99 19 17540 19 14 77 20 18270 19 15 38 25

环丙沙星( i) 16880 18 20 76 15 25020 17 30 45 14 30470 13 26 48 17

头孢曲松( i) 15095 19 183 68 2 33400 13 282 13 1 8316 25 108 47 3

奈替米足( i) 14580 20 162 76 3 8235 25 72 42 9 4130 35 40 58 11

注: i表示注射剂,其余为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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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对 20 种抗微生物药的总购药金额, 总

购入数量, DDD值, DDD数进行数据处理,求得

购药金额和用药人次排名。

2 结果 见表 1。

3 分析与讨论

由表 1可见: 按 DDDs排序, 1997 年 DDDs

排名前10位的抗微生物药中,青霉素类占 2种

( 1, 5位) ;头孢菌素类占 2种( 2, 6位) ; 大环内

酯类占 1种( 3位) ; 喹诺酮类 2种( 4, 8位) ; 甲

硝唑 ( 7 位 ) ; 氨基糖苷类占 2 种 ( 9, 10 位 )。

1998、1999年前 10位中, 氨基糖苷类仅占 1种,

即林可霉素类进入了前 10位。

阿莫仙胶囊和阿莫仙干糖浆(用于小儿科)

的DDD数 1997年位于第 1位、第 5位, 且 3年

来排名变化不大。青霉素类药物仍然是临床上

处理敏感菌所致各种感染的首选药,头孢菌素

类药物也较为常用。其中, 头孢氨苄胶囊的

DDDs1997年位于第 2位, 1998年跌至第 8位,

1999年又上升至第 3位。这是由于 1998 年底

本院将普通型头孢氨苄胶囊替换为缓释胶囊,

减少了每日用药次数, 使病人更乐于接受。由

于大环内酯类中的琥乙红霉素(利菌沙)抗菌谱

广,价格较合理,应用较广泛,其 DDDs3年来一

直居于前 3位。喹诺酮类亦为广谱抗菌药, 易

透过细胞外膜, 疗效高,且价格适中,可以口服,

在临床应用中占重要地位。甲硝唑主要应用在

抗厌氧菌感染中,而抗厌氧菌感染的治疗药物

品种较少,因而, 甲硝唑应用较多。此外, 氨基

糖苷类中的庆大霉素和丁胺卡那霉素的 DDDs

也居于前 10位之中,但由于此类药物的肾毒性

与耳毒性,这类药物的使用也趋于谨慎。

从金额支出来看, 头孢拉定注射液在 3 年

中均居于第 1位或第 2位,头孢曲松注射液 3

年来均居于前 3位之中。而奈替米星注射液则

由1997年的第 3位跌至 1998年的第 9位, 1999

年的第 11位。在口服药中,排名最前的是阿莫

仙胶囊, 这与 DDDs 的排名相一致。由于注射

液的价格普遍较口服药高, 因而,在金额支出中

注射液所占的比例较口服药高。

近年来,医院在用药方面遇到了两大问题:

抗生素的乱用和滥用问题以及药费控制问题。

抗生素的滥用问题由来已久,自本世纪 20年代

发现青霉素, 40 年代初用于临床以来, 抗生素

的应用控制了人类的严重感染性疾病, 对人类

健康起着重要保障作用。然而, 近几十年来由

于乱用和滥用抗生素,耐药菌株出现的情况越

来越严重,使全球公众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在

对我院 1998年 1~ 12 月病原菌对抗生素的敏

感性调查中显示, 诺氟沙星的敏感率仅为

5 5% [ 5]。但它的 DDDs排名 3年来却一直位于

4或 5 位。诺氟沙星用于临床仅十几年, 它己

成为滥用抗生素导致耐药菌猛增的典型例证。

此外,由于某些人认识上的偏差,开价高的抗生

素,加大处方值和药量,也是抗生素滥用的原因

之一。因此, 我们提倡在临床选择和使用抗生

素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依靠细菌学指导,明确致

病菌,应用敏感药物;在不能获得明确病原菌诊

断前, 应根据感染的流行趋势和抗生素的敏感

动态,选择合理药物; 在有效的前提下,尽量选

择价格低廉的药物; 掌握合适的剂量和疗程。

这样才能较有效地控制细菌耐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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