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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三级甲等医院急性支气管炎抗菌药物使用合理性分析

叶华进 吴小彤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杭州 1浙江省新华医院 杭州

摘要 目的  讨论分析三家三甲医院在治疗急性支气管炎疾病过程中 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及合理性 ∀方法  随机抽取各医

院在 年 月至 年 月间的病例 甲院 例 乙院 例 丙院 例 ∀并利用各病例的血常规检查报告 !体温 !抗菌药

物使用情况及住院费用等进行统计比较分析 ∀结果  三家医院抗菌药物选择与使用情况相近 但甲院稍合理些 但也都有需

要改善的地方 ∀甲院抗菌药物使用人次为 1 乙院与丙院均为 ∀抗菌药物联合使用情况 甲院联合使用率为

乙院 丙院 ∀结论  三家医院的抗菌药物使用都存在不合理性 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

关键词 急性支气管炎 抗菌药物 合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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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1  临床资料

收集甲院 !乙院 !丙院 年 月至 年 月间呼吸内

科住院患者中急性支气管炎病例 甲院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1 岁 乙院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

龄 1 岁 丙院 例 男 例 女 例 平均年龄 1 岁 ∀

112  方法

调查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 为每位患者制作临床抗菌药

物使用调查表 内容包括 姓名 性别 年龄 住院号 经管医

师 诊断 住院天数 入 !出院时间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包括

药物名称 !使用起止时间 !联合用药 !使用方法 !剂量 治愈

情况 住院总费用 抗菌药物费用 培养 药敏 并对资料进

行统计分析 ∀

以 • 推荐的 ⁄⁄⁄和 ⁄ 为指标 大多数抗菌药物的

⁄⁄⁄值根据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6 年版的配套书 5临

床用药须知 6和 5实用抗感染药物手册 6 采用主要适应证剂

量 其他抗菌药物的 ⁄⁄⁄值结合临床习惯 !用药手册或药品

说明书而定 然后用其计算 ⁄⁄⁄ 值 ⁄⁄⁄ 总用药量 该药

的 ⁄⁄⁄值 并按次排序 ⁄ ⁄⁄⁄ 实际用药总天数 ∀然

后根据 5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 6对抗菌药物的使用情

况作一个合理性的评价 ∀

所有数据以 ξ ? σ表示 应用医学统计软件包 ≥⁄ ≥进行

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 τ检验 ∀

2  结果

211  用药情况

通过统计 三家医院的用药频度及药物的利用情况 前

位 见表 ∀

212  各医院抗菌药物按类消耗 ⁄⁄⁄ 比较

甲院 !乙院化学合成类所占比例最高 丙院头孢菌数类

最高 ∀见表 ∀

213  抗菌药物单品种消耗 ⁄⁄⁄

前 位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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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家医院的用药频度及药物的利用情况 前 位

Ταβ 1  ƒ ∏ ∏

医院名称 药物名称 ⁄⁄⁄ ⁄

甲院

左氧氟沙星 1 1 环丙沙星 1 1 头孢三嗪 1 1 依替米星 1 1 头孢哌酮 舒巴坦 1

1 阿奇霉素 1 1 阿洛西林 1 1 头孢唑肟 1 1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1 1 头孢美唑

1 1

乙院
左氧氟沙星 1 1 加替沙星 1 1 环丙沙星 1 1 头孢呋辛 1 1 头孢噻肟 1 1 阿

奇霉素 1 1 头孢米诺 1 1 头孢美唑 1 1 莫西沙星 1 1 头孢曲松 1 1

丙院

左氧氟沙星 1 1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1 1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1 1 克林霉素 1

1 头孢呋辛 1 1 头孢他啶 1 1 头孢米诺 1 1 头孢三嗪 1 1 头孢哌酮 1 1

头孢替安 1 1

表 2  抗菌药物分类消耗 ⁄⁄⁄ 前 位

Ταβ 2  ⁄⁄⁄ ∞¬2

甲院

药品名称 ⁄⁄⁄

乙院

药品名称 ⁄⁄⁄

丙院

药品名称 ⁄⁄⁄

化学合成类 化学合成类 头孢菌素类

头孢菌素类 头孢菌素类 化学合成类

青 霉 素 类 大环内酯类 Β2内酰胺类及其酶抑制剂复合制剂

氨基糖苷类 青 霉 素 类 林可霉素类

大环内酯类 氨基糖苷类 青霉素类

表 3  抗菌药品单品种消耗 ⁄⁄⁄ 前 位

Ταβ 3  ⁄⁄⁄ ∞¬2

甲院

药品名称 ⁄⁄⁄

乙院

药品名称 ⁄⁄⁄

丙院

药品名称 ⁄⁄⁄

左氧氟沙星 左氧氟沙星 左氧氟沙星

环丙沙星 加 替 沙 星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头孢曲松 环 丙 沙 星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依替米星 头 孢 呋 辛 克林霉素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头 孢 噻 肟 头孢呋辛

214  抗菌药物联用情况

各医院抗菌药物联用情况见图 ∀联用最高的抗菌药物

记录见表 ∀

215  培养 药敏实验

三家医院都有超过 的病例做过细菌培养及药敏实

验 ∀检出率最高的前 位 见表 ∀

216  药物分线的使用情况

三家医院急性支气管炎抗菌药物的分线使用情况 按

5浙江省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指导方案 6分线原则分线 结

果见图 ∀

图 1  抗菌药物联用情况

Φιγ 1  ≤ ∏

表 4  联用药最高的抗菌药物

Ταβ 4  ∏

医院 药物名称 次数 联用药物名称及次数

甲院 左氧氟沙星 头孢曲松 !阿奇霉素 !头孢呋辛 !头孢唑肟 !依替米星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头孢克洛

乙院 左氧氟沙星
头孢噻肟 !头孢呋辛 !阿奇霉素 !环丙沙星 !氨苄西林 舒巴坦 !依替米星 !头孢他啶 ! 哌拉西

林 他唑巴坦 头孢唑肟 !美罗培南 !替硝唑

丙院 左氧氟沙星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克林霉素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头孢呋辛 !头孢他啶 !头孢三嗪 !头孢

哌酮 !头孢米诺 !头孢吡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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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三家医院细菌培养致病菌例数

Ταβ 5  ∏ ∏

甲院

细菌名称 检出率

乙院

细菌名称 检出率

丙院

细菌名称 检出率

白色念珠菌 白色念珠菌 白色念珠菌

肺炎克雷伯菌 肺炎克雷伯菌 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孢菌 流感嗜血杆菌 铜绿假单孢菌

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嗜麦芽糖寡养单孢菌 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氏菌 鲍曼复合醋酸钙不动杆菌 大肠埃希氏菌

注 占总检出细菌百分率

× ∏

图 2  三家医院抗菌药物分线使用情况

Φιγ 2  ≤

2 8  合理性

根据 5临床用药问答 6≈ 及预防用药情况来分析三家医

院的合理用药情况见表 ∀

表 1  三家医院的合理用药情况

Ταβ 1  ≤ ∏ ∏

合理 不合理 合理百分率

甲院

乙院

丙院

以上两两利用卡方检验 丙院与乙院 Π 1 无显著性差

异 乙院与甲院 Π 1 无显著性差异 甲院与丙院 Π

1 有统计学差异 ∀综合 甲院稍合理些 ∀

3  讨论

从 ⁄⁄⁄值和 ⁄ 值来评价三家医院抗菌药物的使用情

况 ∀从各类药物的用药频度及药物的利用统计发现 甲院有

种 抗菌药物的 ⁄ 值 其中头孢唑肟的 ⁄

1 而又头孢曲松的 ⁄ 头孢呋辛的 ⁄ 值在 1 以

下 乙院有 例 1 ⁄ 值 其中头孢曲松的 ⁄

1 该医院有 种药物的 ⁄ 值在 1 以下 丙院有 种

1 抗菌药物的 ⁄ 值 其中头孢米诺 !头孢三嗪

的 ⁄ 1 克林霉素 !头孢替安的 ⁄ 万古霉素 !美洛

西林 !红霉素的 ⁄ 值在 1 以下 ∀ 教授提出一般

⁄ 值 [ 表明无滥用情况 但是过低是否能达到有效治疗

作用值得研究 ∀ ⁄⁄⁄值只是为达到治疗目的用于成人的平

均日剂量 而非标准 当药物用于不同目的或不同患者时

⁄⁄⁄值可以不同 ∀

通常 不主张过早使用抗菌药物预防细菌感染 ≈ 急性

支气管炎是一种常见病 通常起病急 病毒细菌直接感染 或

由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或细菌向下蔓延所引起 常有自限性

可痊愈 一般只需要对症治疗 病程 者很少有使用抗菌

药物的指针 ≈ 在高热 !白细胞增多或痰黄者 应给予抗菌药

物 控制感染 ≈ ∀从所收集的资料看 三家医院都近 的

预防使用了抗菌药物 ∀专家指出 多数健康人患急性支气管

炎经一般治疗和对症治疗后不留后遗症 可完全恢复 而使

用抗菌药物并不能加速急性支气管炎的缓解 常规应用抗菌

药物并没有科学依据 并可能促进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 ∀

三家医院在细菌培养出致病菌后的用药选择还是比较

合理的 ∀如甲院有一病例在经细菌培养 培养出大量流感嗜

血杆菌后 改用阿奇霉素治疗 ∀虽然阿奇霉素为二线用药

但其对于流感嗜血杆菌的作用强于红霉素 倍 ≈ 故选阿奇

霉素而非红霉素 ∀当细菌培养出肺炎克雷伯菌时 三家医院

大多都选用了治疗作用强的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 ∀

三家医院的联合用药率很高 都超过了 而乙院有

例使用了 联用药 这与卫生部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之联用原则有所出入 ≈ ∀在治疗疾病过程中 不应

盲目扩大抗菌谱 ∀在丙院 例病例中 就有 例使用了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与左氧氟沙星的联合治疗 占了总联用数的

∀三家医院收集的病例中 二线 三线的药物被大量使

用 使用次数都在总次数的 左右 ∀

三家医院左氧氟沙星的使用率都较高 其在单品种的

⁄⁄⁄ 值都超过了 且联合用药中 左氧氟沙星的使用

率排在首位 ∀与美国胸科学会等学会提出的 不主张将喹诺

酮类用作 /呼吸 0第一线治疗 ≈ 而仅作为备选药物有不同

之处 ∀

三家医院对急性支气管炎的治疗费用都较高 药品费用

占 以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 ≠ 抗菌药物使用的剂

量偏大 抗菌药物使用的时间过长或未感染病菌者采取了

预防用药 ∀急性支气管炎通常无需预防抗菌治疗 感染后抗

菌治疗 一般在体温恢复正常后继续使用药物 ∗ 即可停

止 ≈ ∀

Ρ ΕΦΕΡ ΕΝΧΕ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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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洛西林钠在果糖注射液和转化糖注射液中的稳定性考察

郑水莲 俞佳 寿张轩 浙江省人民医院药剂科 杭州

摘要 目的  考察美洛西林钠在果糖注射液和转化糖注射液中的稳定性 ∀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美洛西林钠与果

糖注射液和转化糖注射液配伍一定时间后的含量 并观察其外观 ! 值的变化 ∀结果  美洛西林钠与这两种注射液配伍

内其含量变化不大 溶液澄清 值稳定 ∀结论  美洛西林钠可与果糖注射液和转化糖注射液配伍使用 ∀

关键词 美洛西林钠 果糖注射液 转化糖注射液 配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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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洛西林钠属半合成青霉素类抗生素 具有高效 !广谱

杀菌作用 是临床常用的抗感染治疗药物之一 ∀美洛西林钠

在多种输液中稳定性良好 但笔者未见其在果糖注射液和转

化糖注射液中的稳定性考察 ∀这两种注射液在提供能量同

时可有效降低血糖波动 是糖尿病患者治疗时的首选输液

另有临床研究表明患者在大中型手术等应激状态下输注果

糖注射液可稳定其血糖水平 减轻患者的代谢负担 ≈ ∀因

此 笔者考察了美洛西林钠在这两种注射液中的稳定性 为

糖尿病患者或手术患者在抗感染治疗时的输液配伍方面提

供参考 ∀

1  仪器与试药

1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 安捷伦公司 二极管阵

列检测器 安捷伦公司 ° ≥ ≤型精密 计 上海雷磁

仪器厂 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

112  试药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商品名力扬 山东瑞阳制药有限公

司 批号 美洛西林对照品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 批号 2 含量 1 果糖注射液 商品

名丰海能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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