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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全国范围内不同等级医院的静脉输液及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状况 ，评价分析医院床位数 、所处地区和

医院等级对输液临床应用的影响 。方法 　基于区域医疗数据网 ，获取 １５６所样本医院的住院患者静脉输液和抗菌药物输液使

用信息 ，分别按照医院床位数 、所处地区 、医院等级分组 ，统计分析住院患者静脉输液率 、输液量等相关指标 。结果 　纳入统

计的 １５６所样本医院住院患者共计 １ ３２３ ８５２例 ，整体静脉输液使用率为 ９３ ．１３％ 。住院患者平均每床日使用输液瓶（袋）数

为 ３ ．７６瓶 ，平均每床日使用输液体积为 ７８２ ．６７ ml ，人均输液时间为 ７ ．３９ d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率整体为 ４４ ．７８％ ，

平均每床日使用抗菌药物输液体积为 ９２ ．４８ ml 。结论 　我国医院的住院患者静脉输液率普遍偏高 ；医院规模越大 ，住院患者

静脉输液量越大 ，提示医院规模越大 ，患者的病情相对越重 ；医院等级越高 ，抗菌药物输液率及输液量则越小 ，提示高等级医

院抗菌药物使用相对更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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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the inpatient usag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156 hospitals
WANG Hui１ ，XIE Xinwei２ ，LIU Zhengyue１ ，YANG Zhangwei１ （１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ghai ２００４３３ ，China ； ２ ． Shanghai Tuo F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 Ltd ．，
Shanghai ２０１２０４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sag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and the antibiotic intravenous infusion in different
hospitals nationwide ，and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hospital bed number ，hospital area and hospital grade 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Methods 　 Intravenous infusion volume ，rate and other related indexe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inpatient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the regional medical big data net for １５６ hospitals ．Results 　 １ ３２３ ８５２ in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９３ ．１３％ of those patients received intravenous infusion therapy ．The average daily infusion volume
was ７８２ ．６７ ml per bed ．The average infusion time was ７ ．３９ days per patient ．４４ ．７８％ of inpatients received intravenous antibi唱
otic treatment ．The average daily antibiotic infusion volume was ９２ ．４８ ml per bed ．Conclusion 　 Generally ，the inpatient per唱
centage of intravenous infusion was getting higher in China ．The greater infusion volume in larger hospitals suggested that the
patient′s condition is relatively more serious in the larger hospital ．The higher grade hospitals used smaller antibiotic infusion
rate and volume ，indicating the antibiotic use in high grade hospitals is relatively more standardized ．

　 　 ［Key words］ 　 intravenous infusion ；antibiotics ；regional medical data ；rational drug use

　 　静脉输液药品是指容量在每瓶（袋）５０ ml以上
（含 ５０ m１）可用于静脉给药的无菌制剂［１］

，输液疗

法就是利用大气压和液体静压原理将大量无菌液体

药物由静脉输入体内的方法［２］
。采用静脉输液药品

开展输液疗法 ，即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具有起效快 、

剂量准确 、可控等特点 ，是临床的重要治疗手段之

一 。但静脉输液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远高于同种药

物的口服治疗 ，尽管目前多有静脉输液不良反应的

报道 ，但未见静脉输液反应的大样本监测报道 ，也缺

乏多中心的静脉输液药品临床使用情况的统计分

析 。 ２００３年 ，国家卫生部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

地组织 １５６家医院开展住院患者接受静脉输液情况

的横断面调查 ，首次报道了国内医院住院患者静脉

输液的情况［３］
，此后再未见相关大样本调查或统计

分析报告 。为了解全国范围内不同等级医院的静脉

输液使用现状及抗菌药物输液使用水平 ，指导静脉

输液及抗菌药物静脉输液临床应用 ，本研究利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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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区域医疗大数据 ，对多中心 １５６ 所综合性医院

的静脉输液现状及抗菌药物静脉输液现状进行

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一所三级甲等教学医

院 ，依托该院设立的监测数据管理中心构建了一个

覆盖全国范围的医疗大数据库 ，集成了区域内近

２００所医疗机构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的医疗记录 ，涵盖药

品采购 、门／急诊 、住院患者诊疗信息 、用药医嘱 、收

费 、手术 、检查 、检验等信息要素 。本研究排除了专

科医院 、疗养院 、门诊部 、床位数小于 １００ 的小型医

疗机构等 ，最终有 １５６家综合性医院纳入研究 ，均为

二级以上的综合医院 ，来源于我国 ３１个省 、直辖市 、

自治区（不包括香港 、澳门 、台湾） ，占全国 ３４个行政

区域的 ９１ ．１８％ 。同时为排除临时入院 、立即转院 、

长期卧床等特殊情况 ，纳入研究的住院患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３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年 ６月 ３０日期间出院 ，住院时

间为 ≥ ３ d以及 ≤ ３０ d ，年龄 ≥ １８岁 。

1 ．2 　数据规范与统计方法
1 ．2 ．1 　有关名词的释义 　静脉输液药品 ：容量在每

瓶（袋）５０ ml以上（含 ５０ m１）可用于静脉给药的无
菌制剂 。

　 　静脉输液 ：指药品以静脉滴注方式给药 ，包括静

脉滴注 、化疗泵注入 、静脉营养滴注 、静脉泵入等医

嘱给药途径的原始描述 ，经标准化归类后的给药途

径类别名称 。

　 　静脉输液时间 ：患者就诊期间首次使用静脉输

液记为开始时间 ，末次使用静脉输液记为结束时间 ，

中间时间段为使用静脉输液的时间 。

　 　静脉输液瓶（袋）数 ：每一个混合后的静脉输液

药品组或每一个不加药单独使用的静脉输液药品 ，

以静脉输液方式给药 ，每使用一次计为一瓶（袋） 。

　 　静脉输液总体积 ：指医嘱或处方记录的静脉输

液药品（组）每次给药的剂量 （以 ml 为单位）总和 ，

不计静脉输液组中加入的非静脉输液药品的体

积量 。

　 　住院患者总人次 ：病案首页记录患者入院发生

频次的总和 。

　 　抗菌药物静脉输液 ：指加入了抗菌药物静脉输

液药品的静脉输液药品组 。

　 　使用抗菌药物住院患者总人次 ：患者住院期间

至少使用过 １次抗菌药物的人次总和 。

　 　静脉输液的住院患者总人次 ：患者住院期间至

少接受过 １次静脉输液药品及静脉输液给药途径的

人次总和 。

1 ．2 ．2 　统计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基于频数

统计法进行研究 。 从数据管理中心系统采集数据

后 ，应用 Excel ２００７ 对各项数据进行整理 ，采用

SPSS２２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 ，

以 P＜ ０ ．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结果

3 ．1 　不同规模医院静脉输液使用率 　 纳入统计的

１５６所样本医院采用静脉输液疗法的病例数共

１ ２３２ ８５７例 ，住院患者共 １ ３２３ ８５２例 ，整体静脉输

液使用率为 ９３ ．１３％ 。 根据床位数 、医院评定等级

将医院进行分层分析 。不同层级医院的静脉输液疗

法病例数 、静脉输液使用率如表 １ 所示 。经统计学

分析 ，本研究中医院床位数和医院等级对住院患者

静脉输液使用率无显著影响（P＞ ０ ．０１） 。

表 1 　 156所样本医院使用静脉输液情况

分层要素 医院分层
医院数
（所）

静脉输液
病例数

静脉输液
使用率（％ ）

床位数（张） ＜ ３００  ３１ �６１ ２９８ e９３ 热．７０

３００ ～ ６００ L４７ �２０１ ８３５ e９４ 热．２６

６００ ～ ９００ L３４ �２３４ ５５８ e９４ 热．４３

９００ ～ １ ５００ n２０ �２２８ ５６８ e９４ 热．３６

＞ １ ５００ 1２４ �５０６ ５９８ e９１ 热．５０

医院等级 三级甲等 ８５ �９３４ ３１７ e９２ 热．５２

三级乙等 ３１ �１７１ ７６５ e９５ 热．９５

二级甲等 ４０ �１２６ ７７５ e９３ 热．９４

最小值 ３０５ e５５ 热．１１

中位值 ５ ９３８ e９５ 热．６３

最大值 ３６ ９２０ e９９ 热．６１

总体 １５６ �１ ２３２ ８５７ e９３ 热．１３

3 ．2 　住院患者静脉输液使用时间及静脉输液使用
体积 　 对纳入统计的１ ３２３ ８５２例住院患者的静脉

输液量进行统计 。住院患者平均每床日使用输液体

积为７８２ ．６７ ml ，人均输液时间为 ７ ．３９ d 。根据床位
数 、医院评定等级对医院进行分层分析 。不同层级

医院的住院患者人均输液天数 、平均每床日使用输

液体积如表 ２所示 。经统计分析发现 ，本研究中医

院床位数对静脉输液使用量影响显著（P ＜ ０ ．０１） ，

医院等级对静脉输液使用率无显著影响 （ P ＞

０ ．０１） 。

3 ．3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静脉输液使用分析 　 纳入

统计的所有住院患者中 ，有 ５９２ ７９１ 例患者使用了

抗菌药物静脉输液 ，住院患者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率

整体为 ４４ ．７８％ 。从多样本医院整体看 ，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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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6所样本医院住院患者静脉输液相关指标比较

分层要素 医院分层
人均输液天数

（ t／d）
平均每床日
使用输液体积

（V ／ml）
床位数（张） ＜ ３００ ~７ 圹．４９ ６４７ B．６０

３００ ～ ６００ 技７ 圹．８７ ６９３ B．２１

６００ ～ ９００ 技７ 圹．８１ ７４９ B．９０

９００ ～ １ ５００ 揶７ 圹．９９ ７６９ B．６７

＞ １ ５００ 牋６ 圹．７５ ８６０ B．９４

医院等级 三级甲等 ７ 圹．２５ ７９５ B．８１

三级乙等 ８ 圹．０６ ７７８ B．８８

二级甲等 ７ 圹．５８ ６９０ B．２０

最小值 ３ 圹．５６ ２５５ B．６０

中位值 ７ 圹．８３ ７３８ B．８４

最大值 １０ 圹．５６ １ １７６ B．４８

总体 ７ 圹．３９ ７７８ B．７８

平均每床日使用抗菌药物输液体积为 ９２ ．４８ ml 。根
据床位数对医院进行分层分析 。不同层级医院的住

院患者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率 、抗菌药物输液使用天

数 、平均每床日抗菌药物输液体积如图 １ 、图 ２ 、图 ３

所示 。

图 1 　不同规模样本医院的住院
患者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率

图 2 　不同规模样本医院的住院患者
人均抗菌药物输液使用天数

4 　讨论

　 　大数据调查反映出全国多中心样本医院静脉输
液滥用严重 。不同规模 、不同等级样本医院的静脉

输液率普遍较高 ，且各层级医院静脉输液率均在

图 3 　不同规模样本医院的住院患者
平均每床日抗菌药物输液体积

９０％ 以上 ，明显高于我国 ２００３年全国医院监测网的

７３ ．５％ 的调查结果［３］
。近年来 ，电子病历 、医院 HIS

系统等经过不断完善 ，数据获得量大的同时准确度

不断提高［４］
，且大数据调查与统计方法的发展使大

数据挖掘分析更符合真实世界的特征［５］
。我国的静

脉输液滥用现象严重［６唱８］
，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

一直提倡的“能不用就不用 、能少用不多用 ，能口服

不肌注 ，能肌注不输液”给药原则差距较大 ，比西方

国家 （２００７ 年调查结果 ）老年人的静脉输液率

６５畅１％ 高出许多［９］
。医院规模越大 ，住院患者静脉

输液使用量越大的现象与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关 。

从医院规模和医院等级看 ，医院规模越大或等级越

高 ，住院患者每床日使用体积呈升高趋势 。分析认

为是由于 ２０１５年 ９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枟关于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枠（国办发〔２０１５〕７０

号）后 ，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设 ，城市三级医院主要

提供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病例的诊疗服务 。另一方

面 ，反映出我国需加强对输液使用量的监管 ，大型医

院的静脉输液量大 ，但监管需求更强 ，监管力度应更

严格 。

　 　合理用药监管措施的实施使得抗菌药物静脉输

液情况相对乐观 ，但监管力度仍需不断加强 。从医

院规模和医院等级看 ，医院规模越大或等级越高 ，住

院患者抗菌药物输液使用率 、人均抗菌药物输液使

用天数 、抗菌药物输液体积 ，均呈下降趋势 ，与住院

患者静脉输液使用率呈现的增高趋势完全不同 。这

与我国不断加强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管政策密不

可分 。近年来 ，我国采取多项措施推进抗菌药物临

床合理应用 。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 ，各级管理部门

对不同规模的医院提出了相应的监管指标要求 ，三

甲医院等大规模医院体现出较强的管理优势 ，这与

我国多项调查［１０ ，１１］体现出相同的规律 。 值得指出

的是 ，目前并无可靠证据表明静脉输液率和输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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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控制在何水平 ，但是 ，纵向和横向的静脉输液使用

情况比较有助于证明 ，不同等级医院在静脉输液和

抗菌药物静脉输液的输液率和输液量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是不正常的 ，需要纠正 。

5 　结论

　 　通过多中心样本医院大数据分析 ，了解了全国

范围内不同等级医院的静脉输液使用现状及抗菌药

物输液使用水平 ，全国多中心样本医院的住院患者

静脉输液率普遍较高 。医院规模越大 ，住院患者静

脉输液使用量越大 。抗菌药物静脉输液在国家政策

干预和医院不断加强的合理用药管理下取得了显著

成效 ，但仍需制订合理的监管指标并从各方面加强

指导与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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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 ３ ，％ ）

成分 标示量 RSD
醋酸地塞米松 １０２ �．６ ０ 痧．１３

１０１ �．４ ０ 痧．１２

１０２ �．８ ０ 痧．３０

樟脑 　 　 　 　 １０３ �．３ ０ 痧．５６

１０５ �．２ ０ 痧．７７

１０４ �．７ ０ 痧．１４

苯酚 　 　 　 　 ９７ �．７０ ０ 痧．９８

９９ �．９２ ０ 痧．４７

９９ �．６９ ０ 痧．４８

和水浴法 ，发现超声法并不适用于该乳膏的提取 ，由

于制剂的基质含较大量的白凡士林 ，即使是长时间

的超声也未能将基质溶解 ，影响了提取效果 。而采

用水浴法可使基质完全溶解 ，超声后也使药物充分

混匀 ，经冰浴处理后的样品液澄清且较稳定 。

　 　综上所述 ，本方法操作简单 、快捷 ，结果准确可

靠 ，适用于地米樟酚乳膏的含量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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