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前 位精神药品在各科的使用频数

‘

取 !∀

药物名称

硝西浮片

艾司哇仑片

地西浮片

盐酸布林嗦注射液

苯巴 比妥片

内科 外科 儿科 其它

气‘勺

表

排序

各年龄段精神药品的使用频数及排序

年龄段 岁 使用频数

    
一

讨论

表 结果表明
,

本院精神药品的使用以硝西伴

片
、

艾司哇仑片
、

地西洋片
、

盐酸布桂嗦注射液及苯

巴比妥片使用频率最高
,

占总处方的
,

精神

药物的
。

‘

表 结果显示 种精神药品中有 种药品的
,

用 和 研究方法评价
,

用药合

理
。

而硝西伴和麻黄碱针的
,

方法评价为

 

 

不合理
。

麻黄碱针用药数量太少
,

缺乏统计意义 从

硝西伴的统计数据来看
,

最高 日剂量达到
,

是

的 倍
,

而且处方数量较多
,

致使
。

总体来看
,

所有 都接近
,

说明用药剂量接近
。

表 结果说明本院精神药品的使用 以内科为

主
,

而苯 巴比妥片在儿科的使用明显较高
,

这与苯巴

比妥片用于治疗小儿癫痢有关
,

盐酸布桂嚓注射液

在外科的使用也较高
。

年龄调查表明
,

使用精神药物的年龄以青年组
一

岁 最高 而性别调查显示男性高于女性
,

结果与国内有关文献报道不符
,

可能与地区差异有

关
。

综上所述
,

本院精神药品的使用基本合理
,

但在

个别药品使用上应引起注意
,

此外在对婴幼儿和青

年患者
,

应严格掌握药品的适应证和临床诊断正确

使用
,

避免精神依赖性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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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军
,

李新平
,

孙晓晶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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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我院近 年来各类杭感染药品的购药金额
,

了解我 院杭感染药品的使用情况
。

方法

选取
一

我院采购药品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归纳
。

结果 从 年 月至 年 月的

年期间我院杭感染药品占购药金额的比例分别为
、 、 。

结论 头抱菌素类药品是我院

使用最广泛的杭感染药品之一
。

我院抗感染药品比例逐年有所下降
。

关键词 抗感染药品 用药分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抗感染药品的合理使用是临床合理用药的一个

重要环节
,

通过对医院抗感染药品采购金额的分析
,

可以从宏观的角度间接了解该类药品在医院的使用

状况
,

从而为药品的采购
、

管理及临床用药指导等提

供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本文选取我院自 年 月至 年 月

的 年内采购药品的金额
,

利用 对数

据进行处理
,

得到以下结果
。

结果

我院
一

的 年间抗感染药品

的购药金额及其占药品总金额的比例
,

以及各类抗

感染药所占比例和前 位抗感染药的金额排序分

别见表
、

表 孰表
。

表 杭感染用 药金额及 占用 药总金额的百分比

时 间
抗感染药品

所用金额 元 百分比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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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类抗感染药品的金额及其所占的百分比

分 类
一 一 刃  刃 一

 

青霉素类

头抱菌素类

氨基糖营类

大环内脂类

喳诺酮类

磺胺类

抗真菌类

抗病毒类

其他抗生素类

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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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 20 位杭感染药品金额排序比较表

序号 1998
.
12 一

1 9 9 9

.

1 1 1 9 9 9
.
1 2

一
2 (X X)

.
1 1 2 0( XJ

.
1 2

一
2 加1

.
11

2

3

4

5

6

7

8

9

10

1l

l2

l3

14

l5

l6

17

l8

l9

20

头抱曲松钠

克林霉素

羚氨节青霉素(阿莫仙)

左氧氟沙星

司帕沙星

氟康哩 (大扶康)

氧呱青霉素 1
.
0 十 舒巴坦 0

.
5( 特灭菌 )

头抱哇林钠

奈替米星

头抱峡新

头抱呱酮
+
舒巴坦(舒普深)

青霉素

替硝哇

罗红霉素

头抱拉定

头抱呢酮

伊曲康噢 (斯皮仁诺)

阿昔洛韦

丁胺卡那霉素

阿洛西林钠(阿乐欣 )

左氧氟沙星

氧呢青霉素 1
.
0 + 舒巴坦 O

.
5( 特灭菌)

氟康哇 (大扶康)

头抱曲松钠

头饱吠新

头抱呱酮
十
舒巴坦(舒普深)

轻氨节青霉素(阿莫仙)

头抱哇林钠

头抱呱酮

美洛西林

头饱拉定

替硝哇

克林霉素

奈替米星

罗红霉素

青霉素

阿莫洛韦

去甲万古霉素

环丙沙星

伊曲康噢 (斯皮仁诺)

氧呱青霉素 1
.
0 + 舒巴坦 O

.
5( 特灭菌)

头抱呢酮
十
舒巴坦(舒普深 )

左氧氟沙星

美洛西林

克林霉素

头抱曲松钠

氟康哇 (大扶康)

阿奇霉素

氨节青霉素
+
舒巴坦(舒敌)

头抱峡新

羚氨节青霉素(阿莫仙 )

头抱他定

去甲万古霉素

头抱唾肘钠

头抱哇林钠

头抱羚氨节

氨节青霉素
+
丙磺舒 (艾罗迪)

替硝哇

青霉素

头抱拉定

3 分析与讨论

由表 1可知近 3 年来我院抗感染药品采购金额

分别占药品总金额的 29
.
87 %

、

27

.

5 %

、

22

.

85
%

,

明

显低于文献报道的 40 % [
’
3

,

亦低于 1997
一
2 0 0 0 年

广州市36 家医院仁’〕的使用情况
,

这说明我院在启用

新医院后
,

收治的病种比以前广泛
,

使用非感染药品

增多
,

滥用抗感染药品的状况得到进一步控制
,

抗感

染药品的使用渐趋合理
。

由表 2 可知在各类抗感染药品中
,

排列在前 3

位的是青霉素类
、

头抱菌素类
、

喳诺酮类
。

¹ 青霉素

类价格低廉
、

疗效确切
,

连续 3 年列人前 20 位
。

其

中
,

广谱青霉素(如阿莫仙 )和抗绿脓杆菌广谱青霉

素(如阿乐欣
、

美洛西林)等用量都很好
。

阿莫仙的

M IC (最小抑菌浓度)较其他 p
一
内酞胺类抗生素

低
,

因此阿莫仙 3 年中排在 3
、

7

、

H 位
。

º 头抱菌素

类近 3 年来 占抗 感染 药 品 的 比 例 为 35
.
2%

、

45

.

0 2 %

、

4 7

.

19 %

,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其中第 2 代

头抱(头抱吠新
、

头抱克洛)
、

第 3 代头抱 (头抱曲松

钠
、

头抱拉定
、

头饱呱酮 )的用量大于第 1 代头抱
。

而 p
一
内酞胺酶抑制剂与 p

一
内酞胺类抗生素的复

合物(如特灭菌
、

舒普深
、

舒敌
、

艾罗迪等)所占的比

例分别为 9
.
46%

、

1 8

.

4 1 %

、

2 5

.

3 3 %

。

细菌产生 p
-

内酞胺酶是细菌对 p
一
内酚胺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

机制
,

而这类药品克服了 p
一
内酞胺酶对 p

一
内酞

胺类抗生素破坏作用
,

有明显的抗菌协同作用
,

所以

使用前景看好
。

» 哇诺酮类优于 p
一
内酞胺类抗生

素的地方是不需要做皮试
。

该类药品抗菌谱广
,

抗
,

菌活性强
,

无交叉感染
,

口服吸收好
,

不 良反应少
。

尤其是左氧氟沙星
,

抗菌活性是其消旋体的 2倍
,

在

排序表中分别 4
、

1

、

3 位
。

但是这 (下转第2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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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量合剂
、

门冬氨酸钾镁
、

白蛋白
、

口服维生素 B
、

C

、

肌 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
,

肝功能指标基本正常
。

» 无

昔等)
,

治疗组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

加用硫普罗宁(由 效
:
未达到上述有效标准者

。

河南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

每支粉针 0
.
29

,

批 1
.
6 统计学方法

号
:98 1

225
,

哭。团8 )0
.
29 于 5% 葡萄糖注射液 25 0耐 计量资料以 无 士 、

表示
,

用 t检验分析
,

计数资料

中
,

静滴
,

q d

,

l
mo 为一疗程

,

治疗 2 个疗程
。

犷 检验
。

1

.

4 观察项 目
‘

2 结果

临床症状
、

体征的变化
、

肝功能的检测
,

治疗前 2
.
1 两组疗效比较与分析

后查血
、

尿常规及肾功能 (B UN
,

Cr )

,

并观察硫普罗 两组病例在疗程结束时
,

其乏力
、

纳差
、

腹胀
、

腹

宁的不 良反应等
。

痛
、

恶心等临床症状
,

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消失
。

严

1
.
5 疗效标准 格按照疗效判断标准分析

,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为 89
.

参照卫生部药政局所定(中药治疗病毒性肝炎 7%
,

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科
.
3%

,

治疗组的疗效明显

的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中所定标准
。

¹ 显效
:主要 优于对照组

,

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尸 < 0
.
05 )

。

两组

临床症状消失
,

肝功能恢复正常
。

º 有效
:主要临床 的疗效比较及肝功能的变化比较

,

见表 1和见表 2
。

表 1 两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

32 (55
.
2 )

16 (28
.
6 )

有效( % )

20 (34
.
5 )

为(35
.
7 )

无效( % )

6 (10 3 )
20 (35

.7 )

J
急有效率(% )

治疗组

对照组

58

56

52 (89
.
7 )b

36 (64
.
3 )

两组疗效比较
, x Z

检验
,
‘
P
<
0

.

05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变化比较(
x 士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组

对照组

58

56

794
.
2 士 1 5 3

.

6

7 2 8
.
9
士
1 5 2

.

4

57

_

8 6

治疗后

3 士 3 7
.

8
,
,

,

8

土
4 6

.

3

治疗前 治疗后

236
.
34 士 8 4

.

5 3

2 3 1

.

2 5
士
7 9

.

4 8

4 7

.

1 0
士
2 1

.

8 8
b

8 4

.

3 5
土
3 9

.

4 6

两组疗效比较
,

t 检验分析
, “

P < 0

.

05

2

.

2 不良反应

硫普罗宁治疗的 58 例患者中
,

有 1例患者轻度

皮疹
,

1 例恶心
、

呕吐
,

经对症处理后各不良反应均

消失
。

药物不良反应率为 2/58 (3
,

5 %

)

。

3 讨论

硫普罗宁是一种含游离琉基的甘氨酸衍生物
,

它具有改善肝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

保护肝线粒体结

构
,

促进受损的肝细胞再生
,

降低内毒素对肝脏的损

害作用〔“〕
,

提高
.
自身免疫能力

,

恢复肝功能
,

对肝细

胞有保护和修复作用 汇’」
。

本组应用硫普罗宁治疗

黄疽型病毒性肝炎
,

仅有 1例出现轻微的过敏反应
,

l 例胃肠道反应
,

未见其它严重 的药物不良反应
,

本

品在改善临床症状
,

保护肝细胞膜
,

促进肝细胞再生

明显优于对照组
,

因此硫普罗宁用于治疗黄疽型病

毒性肝炎疗效好
,

副作用低
,

值得临床上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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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9 7 页 ) 一类药物不适合儿童及少年使用
。

¼ 氨基提币
二

类药品由于其耳
、

肾毒性和神经毒性较大
,

其购药金额比例分别为 7
.
的%

、

3

.

53 %

、

0

.

53 %

,

下降趋

势比较 明显
。

½ 大环 内醋类药品所 占的 比例为

2
.
92 %

、

2

.

58 %

、

6

.

08 %

,

这类药品中的罗力得
,

阿奇霉

素等以前因为药价较高
,

使用较少
。

2 (X) 1 年国家抗对

抗生素的大幅度降价
,

使得其广谱
、

高效
、

低毒的优点

显现出来
,

使用逐渐广泛
。

阿奇霉素在 入刃1 年前从未

进人前 20 位
,

到2田1年一跃排人第 8 位
。

¾ 从表 3 看

到大扶康
,

去甲万古霉素的比例逐渐上升
,

除了真菌感

染上升以外
,

也不排除部分抗生素滥用以后造成假膜

性肠炎等二重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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