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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考察与评价注射用头孢药物作皮试的合理性。方法 :以问卷调查与走访调查的方式了解临

床医护人员对头孢药物安全性与皮试必要性的看法。结果 :头孢药物在本院过敏率低 ,未发生过过敏性休克

与致死病例 ,作皮试提高了临床医护人员用药的安全感 ,但增加了医疗费用和工作负担。结论 :头孢药物作

皮试是医院防范药物严重过敏反应的主动措施 ,但可靠性尚待证实 ,目前宜采取措施降低作皮试的费用 ,长

远之计是使用高质量的免皮试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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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头孢药物是否必须作皮试一直存在着争

议。出于用药安全性的考虑 ,头孢药物作皮试已普

及到大医院 ,有些基层医疗单位还提高了作皮试的

标准 :要以患者自己治疗所用的一支头孢药物来作

皮试 ,致使作皮试的费用过高和护理人员的工作负

担增加。为此 ,笔者对本院 (北京丰台医院桥南部 )

医护人员进行了头孢菌素临床安全性状况和作皮试

必要性的专题调查。

1　本院目前头孢菌素皮试的方法与收费情况

1. 1　头孢菌素作皮试的方法 　本院 2005年下发通

知 ,要求头孢药物参照青霉素皮试的方法作皮试。

头孢药物皮试液的浓度为 300～ 500μg/mL,皮内

注射量为 0. 1 mL。

1. 2　头孢菌素皮试收费情况 　本院门诊 2008年 4

月间头孢药物皮试每例大致的收费情况见表 1。药

品价格可随时间与商品的不同而变化。注射费包括

药物溶媒的费用与注射手续费。

表 1　本院门诊每例头孢药物皮试的费用 (2008年 4月 )

药物品种与规格 药品价格 /元 注射费 /元 合计 /元

0. 25 g头孢曲松 (罗氏芬 ) 32. 4 2. 1 34. 5

0. 5 g头孢唑肟 30. 4 2. 1 32. 5

1. 5 g头孢呋辛 31. 9 2. 4 34. 3

2. 0 g头孢他啶 30. 6 2. 4 33. 0

0. 75 g头孢哌酮 2舒巴坦 17. 3 2. 1 19. 4

2. 0 g头孢哌酮 2舒巴坦 35. 6 2. 4 38. 0

2　头孢药物临床安全性及皮试必要性问卷调查

2. 1　问卷调查的方法 　问卷中 5个与头孢药物作

皮试相关的项目又各含若干选择题 ,要求以填空的

方式任选 1个 ,必要时可选 2个作为答案。发出问

卷 100份 ,请各临床科主任或护士长指定医生或护

士每人 1份单独填写后回收 ,返回率达 100%。表 2

过敏反应内容项下括号内的数字系 2003年 1月至

2007年 12月底 5年间全院上报的头孢类药物过敏

反应病例总数 ;其他项下括号内的数字为对有关皮

试问题的回答频次。

2. 2　问卷调查的内容与结果见表 2

表 2　头孢药物皮试必要性问卷调查的内容与结果

调查项目 致过敏反应病例数 1)与对皮试问题的回答频次

严重过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 (0) ;过敏性死亡 (0)。

一般过敏反应 皮疹 (49) ;药物热 (2)。

皮试的理论依据 有β2内酰胺环 (28) ;与青霉素结构相似 (57) ;缺

乏理论依据 (11)。

皮试的临床意义 有过敏反应 (12) ;用药更安全 ( 74) ;无实际意义

(6) ;难以评价 (16)。

不作皮试评价 很冒险 ( 23 ) ;很正常 ( 16 ) ;临床安全性无把握

(44) ;难以评价 (13)。

1)系 2003年 1月至 2007年 12月全院上报头孢药物致过敏反应的总

例数。

3　头孢药物临床安全性及皮试必要性的走访调查

　　走访调查的对象主要为住院科室的主任、护士

长或医疗骨干 ,目的是为了从不同途径了解医护人

员对头孢药物临床安全性及皮试必要性的的看法。

走访调查得到了基本一致的明确回答 ,主要结果概

述如下。

3. 1　认为头孢药物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 　各科

均告之从未发现头孢药物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与死亡

病例 ,皮疹等一般性过敏反应也少见 ,认为该类药物

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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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希望卫生部作出明确的回答 　希望由卫生部

对头孢药物该不该作皮试给予的明确回答 ,使临床

有章可循。

3. 3　希望允许以变通的方法作皮试 　本院曾多次

出现注射用头孢药物色泽过深和同一批号药品色泽

差异过大的现象 ,医护人员深恐出现安全问题。医

护人员认为本院在 2005年以前允许用头孢唑啉钠

作为所有头孢药物的皮试剂 ,一支 0. 5 g的针剂配

制后可作皮试 50例以上。该方法简便、快速与经

济 ,医患双方都容易接受 ,值得借鉴。而每例患者各

用一支头孢药物用于皮试 ,存在工作量大 ,费用高与

浪费医疗资源的弊端。

3. 4　头孢药物目前基本上是单独静滴 　本院目前

要求头孢药物单独静滴 ,不得与中草药注射液同瓶

滴注。以前该类药物可与包括中草药注射液在内的

其他药物同瓶滴注 ,致皮疹比单用略多 ,但未出现严

重的过敏反应病例。

4　医务部门要求头孢药物作皮试的解释

不做皮试出了事谁负责 ? 这是院领导的回答。

并要求以患者自己治疗所用的头孢药物配制皮试

液 ,原因是由于药品来源和批号经常变动。

5　讨论

5. 1　调查结果显示头孢类药物在本院具有良好的

临床安全性 ,但医护人员普遍担心该类药物与青霉

素同属于β2内酰胺结构药物 ,可引起过敏反应 ,认

为作皮试更为稳妥。同时希望能够明确头孢类药物

皮试的意义 ,解决目前作皮试中的一些做法造成工

作负担重和药品浪费大的问题。

5. 2　头孢药物所含β2内酰胺环并非是过敏反应的

标志性结构。医护人员普遍将 β2内酰胺环作为过

敏反应的标志性结构 ,这可能是头孢菌素皮试得以

在国内普遍的认识基础。实际上 ,青霉素的母核是

β2内酰胺并合氢化噻唑环 ,其抗原决定簇的特异性

区域涉及到整个母核 ;母核的稳定性差 ,容易发生重

排、分解和聚合反应 ,使过敏反应复杂化、严重化。

头孢菌素为β2内酰胺并合氢化噻嗪环 ,抗原决定簇

主要和侧链结构有关 [ 1 ]
,其母核较为稳定 ,不容易

形成致敏的聚合性杂质成分。中国药典 2000年版

《临床用药须知 》指出 :对青霉素过敏病人应用头孢

时临床过敏反应者达 5% ～7% ;如作免疫反应测定

时 ,则达到 20%。有人因此认为头孢菌素口服用药

都应该作皮试 [ 2 ]。事实上 ,青霉素过敏者使用某些

非β2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后也有 20%以上的患者出

现了免疫学反应。其中 ,磺胺类高达 57% ;四环素

为 26% ;红霉素素占 21%
[ 3 ]。这说明 ,青霉素过敏

者不仅要慎用头孢药物 ,也要慎用一些不作皮试的

非头孢药物。

5. 3　头孢药物不论皮试与否都要注意防范出现严

重过敏反应。头孢药物引起的过敏性休克在国内一

度呈逐年上升之势 [ 4 ]
:从 1986～1994年 9年间仅

15例 , 1995～1997年为 59例 , 1998～2000年上半

年增至 74例。口服、外用、哺乳和皮试都有发生 ,其

致死率达 10%。这的确值得关注。但注射用药的

意外性风险并不仅限于头孢类药物。有人检索 [ 5 ]

1960～1997年间国内公开报道的 842例药物不良

反应致死病例 ,头孢类在致死 3例以上的 70种药品

中仅有头孢唑啉 ,为 4例。静注维生素 B1 致死 3

例 ,维生素 C也有 4例。头孢菌素不仅品种多 ,有

些常用品种在国内的年使用量高达数十亿支 ,出现

过敏性休克及死亡个例难以完全避免。皮试阴性发

生过敏性休克的病例 [ 6 ]说明 ,皮试不能保证万无一

失。不论皮试与否 ,在注射头孢药物时都必须具备

抢救措施 ,以防范引起过敏性休克。

5. 4　头孢药物与其它药物同瓶滴注可增加用药风

险。多种注射药物混合滴注 [ 7 ]的用药方法在国内一

度很普遍。有临床调查表明 ,在使用双黄连注射液的

4 382例病例中 ,无合并用药的仅占 1. 03% (45份 ) ,

合用抗菌药物的占 82. 73% (3 628份 ) [ 8 ]。中药注射

液致死的大多数病例是与西药同瓶使用所致 [ 9 ]。应

该让医护人员清楚 ,头孢药物与中草药注射液同瓶滴

注可使二者所含高分子杂质迭加与聚合而增加致敏

能力。头孢药物不得与中草药注射液同瓶滴注是临

床规避严重过敏反应风险的关键性措施。

5. 5　提高药品质量是保障头孢药物临床安全性的

根本措施。中国药典和药品说明书未要求头孢菌素

作皮试。上海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李光辉、汪复

先生曾在《健康报 》撰文指出 :临床应用头孢菌素不

需要进行皮试 ,因为目前尚无任何资料显示皮试可

准确预测是否发生过敏反应 ,亦无国际公认的皮试

操作方法及判断标准。尽管如此 ,作皮试在药品质

量有待于稳定与提高的背景下仍不失为医院规避严

重过敏反应风险的积极措施。头孢唑啉皮疹率一度

高达 5% ,也是过敏性休克与死亡病例最多的头孢

品种 ,发现这与产品中结晶水存在状态影响药物质

量有直接关系 [ 10 ]。头孢他啶在中国药典规定可溶

性杂质限量以后 ,过敏反应的病例少见 ,说明提高头

孢药品质量标准的必要性。

5. 6　应该为加快实现头孢菌素免皮试使用而努力。

本院多次出现患者对头孢药物作皮试增加了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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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存在贮藏保管安全隐患 E. 增强患者安全

16. 美国医疗机构中 ,哪些人可能成为管制药品的处方者 (多选 )

A. 医师 　　　　　B. 药师 　　　　　C. 护士 　　　　　D. 助产士 　　　　　E. 医院管理者

17. 在美国 ,哪类管制药品在取药时可以使用传真处方 ,而无须出示原始处方 (多选 )

A. 第一类 　　　　B. 第二类 　　　　C. 第三类 　　　　D. 第四类 　　　　　E. 第五类

18. 医疗机构制定管制药品的管理政策和程序时 ,必须考虑到哪些问题 (多选 )

A. 指定专门采购人员 　　　　　　　　　　　　B. 明确正常采购与紧急采购程序

C. 明确管制药品的验收和保管职责 　　　　　　D. 确定从药房到病房的调剂程序和人员职责

E. 制定管制药品发生重大问题的处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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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就医时间不满的现象。他们因在北京一些大医

院使用该类药物不作皮试就误认为基层医院要求作

皮试仅仅是为了多收费。头孢药物是否要作皮试 ,

如何作皮试与收费的标准都处于无序的状态 ,不利

于医疗事业的和谐发展。目前宜解决头孢药物每例

皮试费用高达 30～40元的问题 ,变通的方法是一支

头孢药物可供多人使用以分摊药品的成本。如能将

高昂的皮试费用投资于生产高质量的免皮试药品则

更为合理。这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发挥主导作用 ,使

药品的质量标准提高到免皮试使用的水平 ,提高单

品种的生产规模以稳定产品质量 ,同时注意提高医

疗卫生单位合理用药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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