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老年科药物利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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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8
了解我院老年患者的 用 药情况

,

并分析其合理性 方法 8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抽查我院 2 332

9

23 3 年 6 一  月份老年科住院 患者病 历
,

对药物使用的 品种数
、

用药合理性及药物间的 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结果
8
以循环 系统用 药

、

杭微生物药物和消化 系统 用药居前 6 位 :在使用频率前 23 位的药物 中
,

绝 大部分

;− 江簇
1

小 不合理 用 药占用 药 医嘱条数的 4
1

< =
,

不合理 用 药中以 药物相互 作用 为主
,

其所 占百分 比为

<4
1

46 = 结论
8

我院老年科 用药基本合理

关键词 老年患者 : 药物利用 : 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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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因其机体和脏器 的衰老变化
,

往往易患

有多种疾病
,

致使用药的品种
、

频度和用量不断上

升
,

同时药物相互作用
、

不 良反应及药物经费也 日渐

增多
’‘

一

经调查
,

在我院
,

每年 6 一 ∀ 月份为老年科

住院的高峰期
,

其病 人数
、

病种数和用药数量也最

多 为了解医师对治疗老年患者疾病药物的处方习

惯
,

监测用药的合理性
,

发现并掌握老年人的疾病特

征和 药物利用 的 流 行 趋 势
,

选 用 7 8  建 议 的
“ % 9 : ;9 ” 于<. = >

《, ? ∃≅。
、

教授提出的
“ : ∋ % ”作 为标准的齐;」

量单位和技术指标
’」 ,

对 − ∗ ∗ − 一 − ∗∗∀ 年 6 一 ∀ 月份

我院老年科住院患者的病历进行分析
,

就所使用的

治疗药物进行研究
、

将 − 6− 份病历中不合理用药 以
“

合理用药软件

系统 ? ΑΒ ΧΧ 9
”

进行审查
。

− 结果

−
+

∃ 调查病历 中药物使用数量 ?见表 ;9

表 ; 老年科患者各类用药及所占百分比

药物分类 品种数 百分比? 体 9

∃ 资料与方法

∃
+

∃ 一般 资料 取 − ∗ ∗−
Δ − ∗∗∀ 年 6 一 ∀ 月份老年

科住院患者病历 − 6− 份
,

统计以
一

「内容
, 患者的姓

名
、

性别
、

年龄
、

诊断 Ε治疗药物的品种
、

规格
、

总剂

量
、

总使用天数和用药金额 Ε不合理用药的情况
。

∃
+

− 方法 限定 日剂量川 ? : : : 9
,
为达到主要 治

疗 目的用于成人的药物平均 日剂量
。

主要 根据 为

截新编药物学》? 第 ∃≅ 版 9 及药品说明书
。

用药频度 ? : : % 9
Φ
9 , : : : Χ 二 用药总量Γ : : :

,

可视

为日数 ?用药人次 9 : : : Χ 越大
,

该药用药倾向越大
9

药物利用指数 ? :∋% 9
, : ∋% 二 : : : ΦΓ 总用药天

数
,

%9 Η下%蕊 ∃
+

∗ 为用药合理

循环系统药物

如训放尘物药物

消化系统药物

神经系统药物

;?∃; 液系统药物

呼吸系统药物

解热镇痛及非街体抗炎镇痛药
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

治疗精神障碍用药
抗肿瘤药

维 生素及矿物质缺乏症用药

泌尿系统药物

麻醉用药

营养治疗药

抗变态反应药

调节水
、

电解质酸碱平衡药

调节免疫功能药

专科用药

其他药物

合计

/

∀ ≅ ∀

−
+

− 用 药频率排前 −∗ 位的药物及 药物利 用 指数

?见表 − 9

表 − 用药频率排序前 −∗ 位药物及其药物 利用指数

药 「异
.

名称

地奥心山;康胶囊

;之效了. ;与酸异 2;!梨西精片

维 产Ι 素 卜胶 丸

规格 %9 : : ?
# ;ϑ 9 : : %9 、

− / Κ3

− 3 3∀

∃
+

∗ 3

∗
+

∀ /

∗∗∗∗
,∃

/ ∗
气」

∃∗∗
∃∃ ,

翻粒

−∗
「∃ ∃3 Γ 片

≅ ∗
2;;ϑ Γ 粒

∀ 3∗ −

− 36 ≅

∃ 6 Κ∗

排序 川药天数 ? 天 9 : ∋ %

∃ ≅ ∗ / Κ ∗
+

3Λ

作者简介
,

齐筋红 ? ∃3 ≅ ≅
一

9
,

药学学 十
,

副 仁任药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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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 规格 ; ; ; /∗ Β ∀ ; ; ;
Χ 排序 月!药犬数 /天 ∀ Δ∀−

<7333346
ΑΕ9&八Ε9

Φ八Φ门Α9337 6  

复方降压胶囊

胃得安片

月肉安胶囊

麦滋林 7 颗粒剂

银杏叶片

通心络胶囊

环磷腺什

安多霖胶囊

氨氯地平

尼群地平

棕色合剂

Γ仁那雄胺

小牛 血去蛋自提取物注射液

二甲双呱

调 Γ敞
·

号片

卜托普利片

心宝

2 7 3 。、翻片

3
1

 4 岁片

3
1

 留粒

4 3 ,,

岁张

2  片 Η 合

3
1

6Ι 岁粒

23 ∗ 留支

3
1

6 2 翻粒

Χ ∗ 创片
,

3 ∗ 留片

3 ∗ 粼片

3 3 “& &
!

7
Α &

扩片

 3 3 : ,

留支

2 7 3 ∗ Β
、

7 33 ∗ Β
、

Ι7 3 ∗ Β

 7 #群片

一2 7 ∗ ΒΗ 片
,

2 7 Α 、留片

43 ∗ 盯粒

7 33

< 2 3/∀

4 33

2 3 3

4 片

 7 4 3

 Φ

6 Ι  3

生3

 3

 7
ΔΑ &

7

2 3 3

2 3 3 3

3
1

 3 7

7 3

3 Ι 3

3 <

< 7 Ι

7  6 3
1

2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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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3

6

6】 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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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降压药物与降糖药物应 用例 次 ? 见表 69 −
+

∀ 联合 用药品种数 ?见表 ∀9

表 6 −犯 份病历中降压与降糖药应用例次及百分比 表 ∀ 联合用药品种数及构成比

药
「

钻名称 应用例次 百分比 ? Π 9
医嘱条数 白

一

分比 ? Π 9

钙离子士古抗剂

尼群地平

氨氯地平

∃卜洛地平

作用 卜交感神经系统药

复方降压胶囊

卜维地洛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ΘΡΡ ‘Β )ΣΡ 9

培噪普利

卜托普利

贝川二普利

血管紧张素 # 受体拮抗剂

撷沙坦

氯沙坦

厄 贝沙坦

替米沙坦

胰岛素类

胰岛素

口服降血糖药类

阿 卜波糖

二 甲双呱

格列毗 Ι秦

格列齐特

格列哇酮

格列毗酮

马来酸罗格列酮

Κ /

6 ∀

6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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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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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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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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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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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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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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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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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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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Κ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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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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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

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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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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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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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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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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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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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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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用药
品种数

; 一 6 种

∀ 一 / 种

Λ 一 3 种

∃∗ 一 ∃− 种

∃− 种 以上

∃ 6−

∃≅ ∗

− ∃∗

∃Κ ∗

Λ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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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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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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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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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用 药类型和分析 ? 见表 ≅9

药物相互作 用原 因分析 ?见表 /9

6 讨论

6
+

∃ 表 ; 显示
,

应用药品共计 ∃3 类
。

在治疗过程

中
,

使用较多的为抗微生物用药
、

循环系统用药
、

消

化系统用药
、

神经系统用药
,

这可能和医师的处方习

惯 以及在春季老年人易患心脑血管
、

呼吸
、

胃肠道和

流感等疾病有关
。

6
+

− : : : Χ
居前只位的是地奥心 血康胶囊

、

长效消

心痛片
、

维生素 Σ 胶 丸
,

表明这只种药的使用频度

非常高 Ε表 − 采用 : : : 和 :∋% 评价老年患者治疗药

物利用的合理性
,

发现 只有长效消心痛
、

环磷腺昔等

少数药物的 : ∋% Τ ∃ ∗
,

其它均 蕊 ∃
+

∗
。

提示本院对

老年患者治疗药物的滥用倾向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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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合理用药的类型和分析

类型

用法错误

审查结果 分析处理 例次 条数 百分比 /= ∀

氯化钾针的给药途径为静推 氯化钾直接静推可能引起心律失常

或心跳骤停
,

故忌直接静脉注射

剂量不当

配伍不当

可待因常用量为 7 一
63 ∗ 岁次

,

而处方用量为 43 ∗ 留次
:

地西浮的常用量为 2
1

7 一 ∃∋ ∗ 岁次
,

而处方用量为 7 ∗ 岁次
。

复方丹参针和低分子右旋糖醉注射液

超过每次常用量   

维生素 Λ 4
与地塞米松针

不良相互作用

复方丹参注射液加在低分子右旋糖配中   

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
,

已屡有报道

维生素 Λ 4 /7 3 ∗ 酬 ∗ Μ Ν Ο 值 6
1

Ι ∀与地塞米

松 /磷酸盐∀ /3
1

7 = Ν Ο 值 4
1

7 一
1

3∀ 忌配
,

混合后可能出现浑浊
、

沉淀
、

产气
、

变色
、

失

效
、

增毒或拮抗
。

3 2 2 Ι < 4
1

4 6

药物名称

表 4 不良药物相互作用的原因分析

原因分析及其处理 例次 百分比 /= ∀

长效硝酸异 山梨醋片Η 甲磺酸

二氢麦角缓释片

联用时可能增强 口服二氢麦角胺的收缩血管作用
〕

很可能由于硝

酸醋类降低二氢麦角胺血液药动学效应介导的肝脏首过代谢
,

提高

后者的全身生物利用度
。

联用期间
,

可能需降低二氢麦角胺的剂

里』乳 。

Ι
1

Ι 2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Η 阿斯匹林片

水杨酸盐 /酉韵类可能减弱 卜阻断药的降压作用
。

水杨酸盐 /醋 ∀类

可能抑制肾脏的前列腺素合成
,

并降低肾脏血流量
。

如血压失控
、

疑有相互作用
,

应考虑 调整 Ν
一

阻断药的剂量或停用水杨酸盐 /醋 ∀

类
。

7
1

2 <

卡托普利片Η 阿斯匹林片

水杨酸盐 /醋∀类可通过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

可能减弱 ?ϑΠ 抑制

药的降压作用
。

可能由于水杨酸盐 /酉旨∀类抑制内源性前列腺素的

合成
,

从而降低 ?ϑΠ 抑制药的降压作用
。

若血压控制失效
,

则考虑

增加 ? ϑΠ 抑制药的剂量或减少水杨酸盐/酉韵类的剂量

7
1

2 <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Η 地西汁片

苯二氮罩类的药理作用可 能增强
。

Ν
一

阻断药可能抑制苯二氮罩类

的肝脏氧化代谢
。

可能存在其他机制
。

联用时
,

加强临床监测
,

疑 3

有相互作用 /如过度的镇静作用 ∀
,

考虑降低苯二氮草类的剂量

1

4

卡托普利片Η 氯化钾 口服液

卡托普利片Η 氢氯唆嗦片

西咪替丁片Η 地西伴片

?ϑΠ 抑制药与钾制剂联用可能引发高血钾症
,

并可能导致心律失常

或心跳骤停
。

? ϑΠ 抑制药可降低钾的肾排泄
。

联用时
,

建议密切监 3

测血清钾
。

必要时调整钾制剂的用量
。

两药联用可能增加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危险
。

尤其在老年患者及 已

有肾功能损害的患者
,

联用时需监测肾功能 疑有不良相互作用
,

Ι

应立即停用一种或两种药物
。

苯二氮草类的药理作用可能增强
,

可能出现过度镇静
。

西咪替丁可

能抑制苯二氮革类经肝脏氧化代谢
。

可能存在其它机制
。

联用西

咪替丁时
,

可能需调整苯二氮草类的剂量
。

考虑换用一种不经氧化 Ι

代谢的苯二氮罩类
,

或一种不抑制苯二氮草类氧化代谢的 Ο 8 受体

拮抗药
。

1

4

奥美拉哇肠溶胶囊邓可莫西林
一 克拉

维酸钾片
联用青霉素类和质子泵抑制药

,

可能增加舌炎和 口炎的风险
。

; ; ; 和 ; ΕΔ 只能在用量上提示治疗药物利用

的合理性
,

而未能反映出药物在选用上是否合理
,

有

无用药适应证
,

药物相互作用 以及是否首选
。

同时

; ; ; 值不是推荐给临床的实用剂量
,

它只是作为药

物利用研究中用于 比较的工作技术单位
,

; ; ; 值只

考虑主要适应证
,

未包括病程不同时期的用药剂量
,

合并用药情况以及病人的不顺应性等因素
。

因此利

用 ; ; ; 和 ; #& 进行药物研究要注意其限度
。

6
1

6 目前抗高血压药市场规模正 随人 口 老龄化而

扩大
,

由表 6 可见
,

抗高血压药用药例次居前 6 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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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医生电脑输人错误造成
,

但实际并未执行
。

总之
,

老年人比一般人群使用更多的药物
,

且常

是混合使用
,

因而面临着发生更多不良反应的危险
,

因此
,

开具处方时
,

应复习患者的用药史
,

注意老年

人个体差异
、

疾病特点
,

选用药物时应权衡利弊
,

注

意药代动力学
、

药效动力学和老年人的用药特点
,

应

尽量将药物不良反应减少到最低限度
,

以发挥药物

应有的作用
,

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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