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氯仿 甲醇 乙醚 为展开剂 ∀展开后 晾干 在紫 外光灯下检视 结果无杂斑产生 ∀

表 1  药品外观及 值 ν

编号 药品
时间

¬

恩丹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西酮

阿霉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素

表阿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霉素

恩丹西酮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阿霉素

恩丹西酮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桔红色

表阿霉素

生理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盐水

注 值以 为初始 后面每一个 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值以 ∗ 内 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表 2  配伍后 值及含量 ν

编号 药品 Κ
时间 ¬

≤ ¬

恩丹西酮

≤

阿霉素

≤

恩丹西酮

≤

表阿霉素

≤

注 值以 为初始 后面每一吸收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值以 2 内吸收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值为 为初始 后面每一

含量值与之相减后平均所得 ∀ ≤ ¬ 值以 2 内含量值与 相减差别最大值 ∀

3  讨论

恩丹西酮在生理盐水中 与阿霉素 !表阿霉素混合后 在

内混合液外观 ! 值无明显变化 吸收峰及吸收曲线未发

生改变 说明无理化配伍禁忌 用薄层层析检查进一步证明

无新物质生成 ∀因此可将恩丹西酮与上述 种药物在生理

盐水中配伍使用 ∀

参考文献

1 杨继红 王传方 徐春丽 恩丹西酮注射液与异环磷酰胺在生理

盐水中配伍的稳定性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 刘伟祥 罗宇芳 曾颖 胞西丁与 种止血药配伍的稳定性考

察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收稿日期

杭州地区 18 家医院 1998 ∗ 2000年抗生素类药物应用情况调查分析

周宏民  茅关美  李  芸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杭州市药品监督局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 综合杭州地区 家医院 ∗ 年抗生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 为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提供参考 ∀方法 重点

统计抗生素类药物金额数在前 位的药物 采用 ⁄⁄⁄ 分析方法 进行对比排序 ∀结果 统计显示抗生素类药在 年 ∗

年分别占抗感染药总金额的 年中稳居 ⁄⁄⁄ 排序前 位的是阿莫西林 !头孢拉定 !罗红霉

素 ∀ 年抗感染中草药有较大幅度上升 化学合成药也有稳步上升趋势 抗生素类其中大环内酯类呈逐年上升趋势 四环

素类在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结论 主要以治疗轻 !中度感染性疾病的抗生素应用频度最高 用药途径以口服为先 临

床上以经济有效 !方便为选用抗生素的基本原则 个别抗生素如头孢氨苄 !氨苄青霉素因耐药问题应用大幅下降 而阿奇霉

素 !美洛西林 !阿洛西林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有待探讨 ∀

关键词  抗生素 限定日剂量 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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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ναλψσισ οφ Αντιβιοτιχσ Υσεδ ιν 18 Ηοσπιταλσ οφ Ηανγζηου ∆ιστριχτ ∆υρινγ τηε Περιοδ 1998 ∗ 2000

∏ ∏ ≠∏ ( Τηε σεχονδ Αφφιλι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Χολλεγε οφ µεδιχαλσχιενχεσ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Χηινα)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 2

∏ ∏ ΜΕΤΗΟ∆ : ⁄⁄⁄ ∗ Ρ Ε2

ΣΥΛΤΣ :× ∏ ∏ √ √ 2 √

¬ ≤ ¬ ∏ ⁄⁄⁄ × ≤ ∏ 2

√ √ ∏ × ΧΟΝΧΛΥ2

ΣΙΟΝ :× ∏ √ ∏ ∞

√ ∏

ΚΕΨ ΩΟΡ ∆Σ  ⁄⁄⁄ ∏ √ ∏ ∏ ∏ ∏ ∏

  感染性疾病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 抗菌 药物的广泛

使用 导致了细菌耐药的日趋增加 促使了新的抗感染药的

不断问世 使得抗感染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变得越

来越复杂 在临床上抗生素的滥用现象令人担忧 带来了各

种药物不良反应和细菌耐药的严重后果 ∀为促进临床合理

用药 本文对杭州地区 家医院 ∗ 年抗生素的应

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

1  资料与方法

1 1  资料 资料来源由上海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

所提供 汇总 年 ∗ 年杭州地区 家医院抗感染药

物销售金额和销售数量 ∀

1 2  方法 综合杭州地区 家医院 年 ∗ 年 类

抗感染药物的销售金额和数量 以此数据为基础提取了抗生

素类药物销售金额在前 位的药品进行统计处理 分析抗

生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 ∀

1 2 1  限定日剂量 ⁄⁄⁄ 值的确定 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 版二部临床用药须知6 !5新编药物学6第 版 !

5现代药物学6 对文献中的推荐剂量及临床实际应用综合确

定 ∀

1 2 2  用药人次 ⁄⁄⁄ 求算 以药品总用量除以相应的

⁄⁄⁄值求得该药品的 ⁄⁄⁄ ∀

1 2 3  对销售金额 !销售数量 !⁄⁄⁄值 !⁄⁄⁄ 进行数据处

理 求得用药金额排序与用药人次排序 ∀

2  结果

杭州地区 家医院 年 ∗ 年抗生素应用情况

的动态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表 1  年 ∗ 年 抗感染药物用药金额排序 金额单位 万元

药品类别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抗生素类

磺胺类及化学

合成药

抗真菌药

抗病毒药

抗感染中草药

抗寄生中药

消毒防腐药

抗结核药及抗

麻风药

合  计

表 2  年 ∗ 年 抗生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排序 金额单位 万元

药品类别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头孢菌素类

青霉素类

大环内酯类

氨基糖苷类

其它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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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类别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年

金额

百分率
序号

四环素类

合  计

表 3  年 ∗ 年 抗生素药物用药金额排序在前 位的药物 金额单位 万元

排序 药品名称 年金额 药品名称 年金额 药品名称 年金额

头孢曲松 头孢曲松 头孢曲松

头孢拉定 头孢拉定 头孢呋辛

头孢呋辛 头孢噻肟 头孢拉定

头孢噻肟 头孢呋辛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头孢他定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头孢噻肟

头孢唑啉 头孢他定 头孢克罗

阿莫西林 头孢克罗 头孢他定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头孢哌酮 美洛西林

头孢克罗 阿莫西林 亚胺培南及西司它丁

奈替米星 头孢唑啉 阿莫西林

罗红霉素 美洛西林 罗红霉素

亚胺培南及西司它丁 氯洁霉素 氯洁霉素

氯洁霉素 罗红霉素 头孢哌酮

头孢哌酮 亚胺培南及西司它丁 奈替米星

氨苄青霉素 青霉边远砜 氨苄青霉素 阿奇霉素

青霉烷砜 氨苄青霉素 奈替米星 头孢唑啉

美洛西林 羟氨苄青霉素及棒酸 青霉烷砜 氨苄青霉素

红霉素琥珀酸乙酯 红霉素琥珀酸乙酯 阿洛西林

羟氨苄青霉素及棒酸 氨苄青霉素 羟氨苄青霉素及棒酸

头孢氨苄 头孢羟氨苄 头孢羟氨苄

表 4  年抗生素药物用药金额前 位的用药频度分析

药  品 给药途径 总药量 ⁄⁄⁄ ⁄⁄⁄ ⁄⁄⁄ 排序 金额排序

阿莫西林 注射

口服

头孢拉定 注射

口服

罗红霉素 口服

头孢氨苄 口服

氨苄青霉素 注射

口服

头孢呋辛 注射

口服

琥乙红霉素 口服

头孢克罗 口服

氯洁霉素 注射

口服

头孢曲松 注射

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 注射

头孢噻肟 注射

奈替米星 注射

头孢唑啉 注射

青霉烷砜 氨苄青霉素 注射

口服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注射

羟氨苄青霉素 棒酸 注射

口服

头孢他定 注射

美洛西林 注射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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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年抗生素药物用药金额前 位的用药频度分析

药  品 给药途径 总药量 ⁄⁄⁄ ⁄⁄⁄ ⁄⁄⁄ 排序 金额排序

阿莫西林 注射

口服

头孢拉定 注射

口服

罗红霉素 口服

头孢呋辛 注射

口服

氨苄青霉素 注射

口服

琥乙红霉素 口服

头孢克罗 口服

头孢唑啉 注射

氯洁霉素 注射

口服

头孢噻肟 注射

头孢曲松 注射

头孢羟氨苄 口服

羟氨苄青霉素 棒酸 注射

口服

青霉烷砜 氨苄青霉素 注射

口服

头孢哌酮 注射

奈替米星 注射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注射

美洛西林 注射

头孢他定 注射

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 注射

合  计

表 6  年抗生素药物用药金额前 位的用药频度分析

药  品 给药途径 总药量 ⁄⁄⁄ ⁄⁄⁄ ⁄⁄⁄ 排序 金额排序

阿莫西林 注射

口服

头孢拉定 注射

口服

罗红霉素 口服

头孢呋辛 注射

口服

头孢克罗 口服

奈替米星 注射

氯洁霉素 注射

口服

头孢唑啉 注射

头孢羟氨苄 口服

阿奇霉素 口服

头孢曲松 注射

羟氨苄青霉素 棒酸 注射

口服

头孢唪肟 注射

青霉烷砜 氨苄青霉素 注射

舒巴坦钠 头孢哌酮 注射

美洛西林 注射

头孢派酮 注射

头孢他定 注射

阿洛西林 注射

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 注射

总  计

3  讨论 3 1  由以上数据可见 年间抗生素类药物销售额在抗感染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药物的销售金额中稳居首位 年分别所占比率为 !

! ∀ 年其销金额比前 年增长了两千余

万元 但所占比率比前二年下降了 ∗ 个百分点 分析其中

原因 年抗病毒药 !抗感染中草药均较前二年有成倍的

增长 从中说明临床上对感染性疾病选用抗生素治疗有向慎

重 !合理的方向考虑 对日益严重的细菌耐药性问题 也促使

临床向多选用抗感染中草药方向发展 ∀

3 2  从表 2 可见 抗生素类药物的销售金额中 头孢菌素类

产品在 年 ∗ 年期间分别为 ! !

的份额高居首位 说明该类药品疗效肯定 细菌耐药情

况相对较其他各类抗生素较轻 而普遍受到临床首先选用 ∀

另外大环内酯类的销售额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四环素类在

年其销售金额有大幅增长 ∀这与该两类抗生素不断在

抗菌活性及药动学上更具特色的新品种推入市场有密切关

系 ∀

3 3  表 3 所列 20 种抗生素药物系从 67 种抗生素中提取销

售额排序在前 20 位药品 年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氨苄青

霉素从 位 ψ 位 ψ 位 头孢氨苄从 位 ψ 位 ψ

位 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美洛西林从 位 ψ 位 ψ 位 阿奇

霉素从 位 ψ 位 ψ 位 阿洛西林从 位 ψ 位 ψ

位 ∀分析原因 氨苄青霉素及头孢氨苄因前期的广泛使用

导致耐药菌株的急剧增加 疗效降低而影响了临床选用 ∀阿

奇霉素应用的增加可能因其独特的药动学特性及性病发病

率的增高有关 ∀美洛西林及阿洛西林同属半合成的抗假单

胞菌青霉素二者抗菌谱类似 近年来大幅增长其原因有待收

集更多资料进行分析 ∀

3 4  从表 4 ∗ 表 6 显示 年中使用频度稳居前三位的是阿

莫西林 !头孢拉定 !罗红霉素 从中说明了临床上使用以治

疗轻 !中度感染的抗生素为主 因其较低的价格 疗效可靠

使用方便为临床医生所首选 ∀

3 5  纵观 以上资料 年 ∗ 年杭州地区 家医院

抗生素药物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阿莫西林 !头孢拉定 !罗红霉

素 ∀回顾抗生素应用的历史 青霉素 !链霉素 !土霉素 !四环

素 !红霉素 !螺旋霉素 !麦迪霉素 !氨苄青霉素 !头孢氨苄 ∀这

些抗生素药物在某一时间段中都发挥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但

由于滥用都已成了昔日黄花 ∀为了避免历史现象的重演 保

护好有限的抗生素药物资源 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及医疗机构

各级医务人员共同努力 特别对临床医师要经常性进行合理

应用抗生素的教育 希望医药信息情报机构能定期发布有关

资料 对那些使用过于广泛趋于滥用的抗生素品种提出警

示 便于制止滥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

收稿日期

重症监护病房革兰阴性菌耐药现状研究

黄明珠  张幸国  魏泽庆  陈云波 杭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摘要  目的 了解我院重症监护病房分离菌株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现状 ∀方法 采用琼脂双倍稀释法测定从我院重症监护病

房分离的 株革兰阴性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 并采用抑制剂增强的纸片扩散法测定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 ∀结果 株肺炎克雷伯菌和 株大肠埃希菌中 ∞≥ 阳性率为 ∀阴沟肠杆菌 !产 ∞≥ 的大

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 !庆大霉素 !阿米卡星的耐药率 ∴ ∀而对碳青霉烯类非常敏感 ∀铜绿假单胞菌对各

种抗菌药物均有一定的耐药性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达 ∀结论 受试的 株革兰阴性菌对三代头

孢 !复合青霉素 !氨基糖苷类和环丙沙星的总耐药率 ∴ ∀ ≤° ≥ 和头孢吡肟 !碳青霉烯类耐药率较低 ∀

关键词  体外抗菌作用 耐药率

Στυδψ ον τηε ρεσιστανχετο αντιβιοτιχσ οφ τηε Γραµ ( − ) βαχτεριαισολατεδ φροµ ΙΧΥ

∏ ∏ ∏ ÷ ∏ ÷ • • ± ≤ ≠∏ ≤ ≠

( Τηε φιρστ αφφιλιατεδ ηοσπιταλ, Χολλεγε οφ Μεδιχινε , Ζηεϕιανγ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νγζηου )

ΑΒΣΤΡ ΑΧΤ  ΟΒϑΕΧΤΙς Ε :× √ ≤ ∏ ΜΕΤΗΟ∆ :

∏ ∏ ≤ ≤ ∏ ∏

∏ ¬ ∏ 2 ∞≥ ∏ ∞ ≤

∏ Ρ ΕΣΥΛΤΣ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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